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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随着世界各国文化的并存交融，中国高等教育不仅面临着多元
价值观的选择，而且还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影响。
其间，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主流与边缘、精美与大众等二元选择问题，无疑会或多或少地呈现
在高校德育的工作平台上。
如何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中融入积极的文化要素，如何在有利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界面上思考德育工
作，自然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德育工作所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新课题。
它需要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以开放的胸襟和全员德育意识，积极投入到既有的高校德育工作中来，实
现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科研育人、环境育人的和谐德育氛围，真正构筑符合中国国情、
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的高校全员德育新体系。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方面构建高校全员德育新体系问题是一个涉及面极广的理论课题
，另一方面要真正实施高校全员德育新体系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主要原因在于：这里既有关于人的构成要素，又有各个管理机构的硬件要素，更有来自不同层面的利
益冲突。
再加之高校德育的时代性特征，想要系统地梳理清楚构建高校全员德育新体系的各个细节问题并不是
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在强化构建高校全员德育新体系问题的过程中，高校德育工作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充分发挥
现代教育管理的积极作用，充分调动各个工作部门的德育意识，为推行高校全员德育提供思想保证、
制度保障、人员保障、组织保障，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员德育。
由于多维因素的综合影响，自然无形中加大了此类问题的思考难度。
所以，要想在构建高校全员德育新体系问题中有所创新，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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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对话型全员德育新体系研究》在当代中国所处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下，以对话哲学和人本理
念为依托，集中论述了构建高校对话型全员德育新体系的人员构成、时间要素、空间要素、制度建设
、实践操作、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等问题，并结合当前大学生思想状况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一定的
理论思考和应对策略，秉持“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的全员德育意识观念，提倡在高校德育工作中弘
扬对话精神，以着重强调构建高校全员德育新体系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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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导师制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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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大一：入学教育　　大一生活无论是对大学生本身还是对德育工作者，都是充满希望的美好
时期。
大学生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紧张高考中拼搏而来，可谓都是各省市各地区的佼佼者。
他们带着心中的理想和梦想来到向往已久的高等学府，希望收获学业的硕果和美好的大学生活。
而高校的每一位德育工作者也是带着迎接未来学子的喜悦之情投入到新一轮的育人工作中来。
他们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带给学校新鲜的活力与创新的才智。
可是，高中与大学的不同，未来与过去的差异，不可能瞬间就弥合为一。
其间的过渡与适应就成为师生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
这就需要高校德育工作在此阶段将重点放在大一新生的入学教育上，在教育内容方面强化大学生的适
应教育和人生规划教育。
　　（一）入学教育的主要形式　　1．校内的宣传教育　　对于新生而言，校内的宣传教育多以集
中学习和分散活动为主。
针对学生特点与需求，以教育引导为主，采取多样化的教育形式。
可考虑以专题报告为主题，辅以主题班会、座谈会或交流会、实地参观、学习材料、宣誓、音像展播
、测评、个案分析、多渠道宣传、网络教育、文化活动、播放影像资料等多种教育形式，以激励启发
为主，入学教育采取集中和分散、集体教育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办法，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的生活态度
和行为方式，以通过入学教育为新生完成由中学到大学的顺利过渡打下良好的基础。
目的只有一个，即通过良好的入学教育形式，有效地帮助新生在思想上逐步实现各种转变，即逐步实
现从中学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从未成年人向成年人的转变和学习目的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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