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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的历史传统虽然久远，但大学教育却永远是前沿的。
大学从产生的时候起，其组织形式、存在方式是基本固定的，而承载的却是每一代大学人不同的理想
、每一个历史时期各异的文化价值。
　　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认为：“治学者为大学，治术者为高等专门学校。
”但直至今日，“大师与大楼”、“学与术”、“教书与育人”等范畴依然是历代大学人始终高度关
注的恒久不变的话题。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一句至理名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个哲理同样也形象地反映了当
代大学发展的特点。
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人来说，就是要以积极的心态，迎接大学发展过程中各种新的挑战与机遇。
　　大学教育最核心最根本的价值就是关注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及其发展，其次才是功利或工具价值
。
我国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产生于一个“救亡图存”的特殊时代，也必然承担“救亡图存”的政治使命
，这种突出的“工具性”特点自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并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学同样以承担国家中兴作为首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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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班荣鼎，1970年生，广西东兰人。
1992年获得广西师范大学法学学士学位，2006年获中山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现任广东肇庆学院政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肇庆市哲学学会理事、秘书长，九三学社肇庆市委会委
员、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肇庆市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德育及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之道>>

书籍目录

序引论第一章 大学使命：以德为首　一、以德为首是大学传统的核心价值　　（一）我国以德为首的
教育传统及其启示　　（二）西方大学理念中的德育思想　　（三）我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及其理念　
　（四）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学教育的方针　二、当代大学肩负着更加重要的德育使命　　（一）大
学要走出迷途与异化　　（二）当代大学知识传播功能弱化，其德育功能则更加突出　　（三）关于
教书与育人的例辩第二章 学子德行：关乎国运　一、大学生是国家命运的担当者　　（一）大学生是
国运自然的担当者　　（二）大学生素质决定国运兴衰　二、大学生道德现状不容乐观　　（一）道
德价值认同、取向多样化　　（二）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脱节　　（三）对社会及他人的道德要求与
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不一致　三、大学生道德问题的成因　　（一）市场化、信息化的负面作用　　（
二）教育本身的原因　　（三）社会环境的影响　　（四）大学生自身的主观原因　四、阅读参考：
大学生除了自己，你还关心谁?第三章 养成之道：继承创新　一、大学生道德养成的指导理论　　（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指导　　（二）思想品德结构与形成理论应用　　（三）德育科学理论借鉴
　二、大学生道德养成的方法理论　　（一）道德实践方法　　（二）管理科学方法的运用　　（三
）行为科学方法的运用　　（四）灌输的原则与方法　三、大学生道德养成的内容　　（一）大学生
道德价值观养成的内容　　（二）大学生道德行为习惯养成的内容第四章 制度规制：习惯养成　一、
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　　（一）制度与道德　　（二）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　二、大学制度与学生道
德价值观念生成　　（一）大学制度是先在的和正义的　　（二）大学制度内涵并规定学生道德观念
的内容　三、大学制度与学生道德习惯养成　　（一）制度与习惯　　（二）大学制度与学生道德习
惯的培养　　（三）大学制度及其危机问题　四、书院制——传统大学制度的回归?　　（一）书院制
的主旨是养成道德　　（二）当代大学书院制建设应注意的问题第五章 文化涵养：价值根植　一、大
学文化概述　　（一）文化概述　　（二）大学文化概述　二、大学文化的道德养成功能　　（一）
大学物质文化及其道德养成功能　　（二）大学精神文化及其道德养成功能　　（三）大学制度文化
及其道德养成功能　　（四）大学活动文化与行为文化的道德养成功能　三、大学文化的建设　　（
一）我国大学文化衰微的主要表现　　（二）建设优秀大学文化精神涵养学生道德　四、本科生导师
制——寻找曾经的大学文化　　（一）本科生导师制兴起的背景　　（二）本科生导师制实质是德育
工程　　（三）文化育人是正道第六章 实践探索：有益启示　一、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应该如何培养—
—从大学一个主题读书活动说起　　（一）活动的基本过程　　（二）活动策划的基本思想　　（三
）活动的实际效果　二、大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如何养成——以课堂和饭堂伦理为例子　　（一）课堂
伦理及其养成　　（二）大学饭堂伦理的建设与养成　三、伦理被破坏的后果——法大“杨帆事件”
的第三种解读　　（一）政法大学“杨帆事件”始末　　（二）制度危机与伦理缺失——“杨帆事件
”的第三种解读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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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对道德养成的研究　　以往，国内专家学者对道德养成也都有些研究，但都比较零星，缺
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也未见有专门的著作问世。
简要情况如下：　　广西社科联韦胜在《广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发表“养成教育浅析”，对相关
概念与其他教育的区别、特点等进行了探讨；信阳师范学院石宪昌在《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7月
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浅谈养成教育”，对养成教育的“知、情、意、行”、必要性、关键期等问题
进行研究；江苏海安县教育局程广友在《江西教育科研》1996年第2期发表“养成教育论”，分析了养
成教育的构成要素、本质、功能、实施等；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罗国杰教授于2003年9月30发表于
《中国教育报》的文章“公民道德建设与养成教育”，对道德养成的概念、内涵以及道德养成的途径
作了阐释。
本人在《求实》2003年第3期发表《论公民道德的养成教育》一文，就道德养成及其功能、道德养成的
构成要素、道德养成平台及建设、道德养成的实施方法等等方面也做了一些粗浅的探索。
这些前期研究及相关成果，对我们进行大学生道德养成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价值。
　　（二）对高校学生道德养成的研究　　专门对大学生道德养成的研究，情况与道德养成研究基本
一样，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但也都还是比较初步，同样还需要更加系统、深入、操作
化的研究。
主要情况如下：　　1.国内的研究及实践　　较早的研究如广西大学的罗绍康，在《广西高教研究
》1995年第4期发表“大学生的养成教育刍议”，专门论到大学生进取性思想道德品质养成的问题。
铜仁师范专科学校在《毕节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期发表“高校养成教育实践探讨”，多是介
绍经验式面面俱到的总结，并不深入。
中南大学韩冬梅在《现代大学教育》2001年第3期发表“论大学生的道德养成教育”，重点论证大学生
道德养成教育的特征和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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