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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育人新机制探索：情感、激励、嫁接三结合》主要论述了感情激励嫁接三结合的培育人才
的新机制。
感情激励嫁接三结合的育人机制从生活层面、精神层面和知识层面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既有理论依
据，又有实践上证明其切实可行，是一条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和促进学生进步成才的有效途径，充分体
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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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情感、激励、嫁接育人机制形成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第一节　情感、激励、嫁接育
人机制的内容　　2004年，山东经济学院创新育人机制，实施了情感、激励、嫁接育人机制有机结合
的“313”成才工程，即“三保一奖三嫁接”。
　　“三保”，即贷款保学费、助学保饭碗、补助保重点。
贷款保学费就是学校向银行提供助学保证金，争取银行向学生提供助学贷款，保证困难学生缴得起学
费。
助学保饭碗就是使困难的大学生通过勤工助学得到报酬，保证其基本生活。
补助保重点就是对于特殊困难的学生，学校提取学费的2％，给予重点帮助。
　　“一奖”，就是强化激励机制，激发学生内在动力，促进学生成才。
学校增加奖项，设立了优秀学生奖学金、新生入学奖学金、优秀毕业生奖学金、优秀学生奖、优秀干
部奖、先进集体奖、单项特长奖、社会助学奖等。
既有综合性奖励，又有单项奖励；既有个人奖，又有集体奖；既有学习奖，又有德美体奖，增加了覆
盖面。
此项机制扩大了大学生受奖比例，由过去的30％扩大到50％；由过去只按综合测评成绩授综合奖，改
为设学习、思想进步、道德风尚、社会实践、组织管理、创新、文艺特长、体育特长、卫生等十个方
面奖；使不同特长的学生都能得奖，绝大部分学生在校期间能够得到奖励。
在综合测评奖励办法中突出了以诚信为主的评价指标。
在大学生诚信评价体系实施方案中，把诚信评价分为学习诚信、经济诚信、生活诚信和社会诚信四个
方面，每个方面制定了具体评价指标。
诚信评价成绩分为A、B、C、D四个等级，诚信成绩达到B级以上的学生才享有评选一等奖学金和参评
校级先进个人的资格，诚信成绩为D级的学生不能享受各种奖励。
诚信评价成绩为D级的学生比例超过10％的班级，不得参加先进集体评选。
同时建立大学生诚信评价档案，将诚信成绩记入本人档案。
　　“三嫁接”，指以专业学习为平台，以合作交流为途径，培养知识、文化、意识、能力多方面交
汇融通的复合型人才，包括校内不同专业之间的嫁接、与国内有关大学相关专业之间的嫁接、与国外
有关大学相关专业之间的嫁接三方面内容。
在校内嫁接方面，学校设立了五个本科专业为第二专业，实行双专业双学位制，对完成原专业培养方
案规定课程和学分，又修满第二专业规定的课程和学分的学生，发给双专业双学位证书。
在跨校嫁接方面，学校与山东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山东科技大学签订了联合培养“访学”学生的协
议，每年选派部分优秀生到这些学校学习，增加“第二校园”经历。
在跨国嫁接方面，学校先后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瑞典、韩国等国家的大
学和教育机构建立了广泛稳定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
与美国阿姆斯壮大学合作成立了山壮学院，联合培养MBA研究生；与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德国帕德
博恩应用经济学院、新西兰Unitec理工学院等国外高校合作培养本、专科生；与美国圣荷西州立大学
签订了教师和管理干部短期培训协议；与英国米德塞克斯大学、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瑞典皇家理工
学院、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新西兰Unitec理工学院等多所高校签订了本科生、研究生访学和师资培训
协议。
　　第二节　情感、激励、嫁接育人机制形成的背景　　一、对21世纪高校人文环境和育人目标的思
考是情感、激励、嫁接育人机制形成的思想基础　　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今天，高校应该营造怎样的人文环境？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怎样培养？
这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高等教育管理者和理论工作者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21世纪高校的人文环境，必须以科学、人本、和谐为核心，把大学办成大学生学习生活的
家园、精神的乐园、成才的摇篮　　1.高校应该是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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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育家说，学校是家庭的延伸，这道出了人们对学校所期盼的那份温馨和亲情。
大学这个大家庭是由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个体组成的，不同大
学生在富裕程度、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彼此之间磨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
会产生矛盾和问题。
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制以后，高校和大学生之间除了原有意义上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之外，
还存在提供服务与接受服务的关系，这无疑将增加学校与大学生之间的矛盾和大学管理者的压力。
因此，高校应该为大学生提供安全、舒适、充满亲情的人文环境。
安全的环境有利于减少大学生离开亲人的不安，较快地融入学校这个大家庭，形成对学校的归属感；
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容易使大学生保持身体的健康和心境的愉悦，较快地适应和认同新的环境；充
满亲情的环境，会使大学生较快地产生新的归属感，益于化解矛盾，克服困难，升华感情，使人际关
系变得平等、坦诚、互助、感恩、和谐、有意义。
　　2.高校应当是大学生精神的乐园。
学习的内在力量来自“毅力”和“兴趣”，两者对个体来说虽同为内在力量，但其来源却大不相同，
“毅力”受辖于“超我”，是一种靠外在目的支配的内在力量，需要调动相当大的心理能量来维系，
所以“毅力”的生成与持续都是较困难的。
“兴趣”则受辖于“本我”，是一种带有自然和原始色彩的内在力量，其本身有着强烈的冲动性以及
亟待满足的驱动力。
所以“兴趣”对完成一项任务或工作来说比“毅力”有着更大的爆发力和推动力。
《吕氏春秋》日：“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其所不乐。
”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把学习当成一件苦差，虽然也能学到东西，可收效不大；反之，如果一个
人把学习看做是一桩乐事，就能学到更多的东西，收到更好的效果。
因此，大学应为大学生创造“乐学”的环境，尽可能多地运用赏识教育、激励教育、差异教育等理念
和方式，使每一个大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尊重，兴趣得以充分发挥，潜能得到充分发展，让每一个大
学生都成为独具特色、认同自我、充满自信的人。
大学生只有在被认同、被尊重、被赏识的氛围和环境中，才能心情愉快，进发激情，形成健康向上、
拼搏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面貌，才能够开启智慧、张扬个性、释放情感。
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有歌声和笑声，才会有大学生成长的真正快乐。
　　3.高校应该是大学生成才的摇篮。
高校应以全面提高全体大学生的素质为根本，以尊重大学生主体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
、注重形成人的个性为特征。
高校的魅力在于她有丰富的智力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学习、思考、探索、研究的氛围会吸引、教
育、熏陶出一批批高素质的人才。
高校应该是开放的，应积极创造条件让大学生接受先进文化和多元文化的熏陶，不断地扬弃和升华，
从而使他们的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高，让他们在走向大干世界之前，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独立生存
的技能和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
每一个大学生都有其潜力和特点，高等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一个大学生都能够在其原有的基础
和素质上获得充分发展。
李岚清同志在1999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面向全体学生而不是少数学生
，使他们的基本素质都得到普遍提高，使他们的特长和潜能都得到发展，使他们都能有适合自身特点
的发展方式，才是符合21世纪要求的高质量和高水平的教育，才能达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目的
。
”　　（二）21世纪的高校应该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全面发展的、自由而幸福的高素质人
才　　1.高校应该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校经费（包括国家财政经费、社会融资和个人投资）不足，一部分
大学生是在负债上大学，如果高校培养的学生与社会需求相脱节，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或学非所用
，就会大大降低高等教育资金的社会收益率和个人收益率，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将会使
部分大学毕业生及其家庭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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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高校必须培养具有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的知识结构、业务素质、理性思维和行为方式及从
容应对职位变动等重大事件的心理素质的综合能力较强的人，即具备知识、技能和态度三位一体素质
结构的具有“实践能力”的人。
“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沟通”、“学会合作”、“学会学习”，这些都是大学生走向
社会、服务社会的基础条件；那种有知识、缺文明，有学问、缺教养，有理论、缺实践的人，显然无
法得到社会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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