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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个性化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背景下，高校应认真研究、积

极探索、科学谋划、合理推进。在学生工作中推进个性化教育需要从“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

园文化和制度建设”四个维度入手，其中课堂教学是基础，社会实践是手段，校园文化是载体，

制度建设是保障，这样才能切实将个性化教育融入高校立德树人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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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教育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

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题中要义。

高校应主动适应新形势，认真研究、积极探索、科

学谋划、合理推进，促进个性化教育在学生工作中

的应用，凸显个性化教育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价值。 

一、个性化教育理念 

个性化教育是指根据社会发展和个体自身发展

需求的统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充

分尊重个体差异，发掘个体的优势潜能加以有效引

导，促进其全面发展的教育活动。 

（一）尊重学生个体差异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人的个性是一种由体力、

智力、思想、情感、意志、情绪等炼成的最复杂的

合金，不了解这一切就谈不上教育。”
［1］

个体在成长

过程中，由于遗传基因不同，成长环境各异，努力

程度有别，导致不同个体在身心特征、认知水平等

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此外，个体在自身成长的

不同阶段也呈现出个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

发现差异，正视差异，尊重差异构成了个性化教育

的起点。这种尊重，不仅仅是人格上的尊重，更是

对每个个体生命独特性的尊重。个性化教育正是建

构在每一个个体独特生命的基础上，促进每一个个

体的发展和完善并最终成才。 

（二）发掘学生个性潜能 

哲学人类学指出，人是具有未完成性的存在物。

人的未完成性，意味着个体自身拥有巨大的潜能。

潜能是个体自身所具有的、不可预知的、多种可能

的发展趋势，是生命个体蕴含的与生俱来的“尚未

开发”的能力，是生命个体成长壮大的底蕴所在。

然而潜能不可能自发转化为现实，正如弗罗姆所说：

“如果我们说，种子现在已经潜伏着树木的存在，

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粒种子势必长成一棵大树。

潜能的实现依赖于一定的条件，例如在种子这种情

况下，条件就是适当的土壤、水分、阳光等。”
［2］

因

此，教育要因势利导，创设展示生命潜能的条件，

唤醒每个学生身上沉睡的潜能，找到每个学生发展

的“制高点”，使每个学生的优势潜能能够充分发挥，

促进个体生命自由能动的表达。 

（三）满足学生个体需要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以需要为前提展开，需要是

人成长发展的内生动力。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归纳为

五种，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及自我实现需要。

这五种需要既各有特点，又互为补充，逐级递进。

对学生发展而言，一方面，由于生活环境与教育背

景迥异，因此需要的层次必然有所差异。另一方面，

借助条件的预设能够引发学生自身内在的发展需

要，使之自我成长、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因此，

要把满足个体需要作为个性化教育的生长点。通过

配置多样化教育资源，提供多元化发展空间，增大

学生选择的自由，满足不同学生的合理、正当、健

康发展需要，帮助他们“在无数的生活道路中，找

到一条最能鲜明地发挥他的个人创造性和个性才能

的道路。
［3］

” 

（四）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个性化教育以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为着眼点，以

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为落脚点。一方面，要遵循学生

个性发展的特点和教育教学内在规律，通过扬长避

短、按需施教，尽可能培养学生在其个体成长和成

才的实践活动中，完善个性、独立人格、发展全面，

成为个性素质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实现全面而具个

性的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把个性培养根植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引导学生自觉地把社会

政治思想、文化、准则内化为自己的优秀个性品质，

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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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性化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个性化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形态，旨

在回应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回应思想政治

教育改革的内在诉求，回应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现

实需要。 

（一）培育创新型人才的时代需求 

习近平强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要实现这

个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科

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
［4］

面对科

技创新发展新趋势，高校必须大力加快创新人才培

育，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人才支撑。然而，

以社会为本位的传统教育观，过度强调统一性和群

体性，导致学生个体思维方式趋同并且僵化，学生

的主体意识迷茫，自主性、能动性、想象力、创造

力均处于被压抑和束缚状态，一定意义上阻碍了学

生创造才能的培养。个性化教育基于国家发展的战

略需要，鉴于对教育现状的客观审视，针对传统教

育的薄弱环节，通过创设有利于大学生个性发展的

环境和条件，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激活创新动力，

启发创新思维，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志趣，发

展创新能力。 

（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内在诉求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旨归在于让学生发现自

己、唤醒自己，直至最终成为自己，促进个体个性

的充分发展。然而在教育实践中，由于种种异化因

素的渗入，却构成了与人的个性发展之间的多维冲

突。具体表现在：在教育对象上，思想政治教育者

将重心主要放在“两支队伍”（学生党员、学生干部）

和“四困学生”（学业困难、经济困难、心理困惑、

就业困难）上，对占比绝大多数的普通学生，过度

强调规范化和标准化，忽视学生个性差异和个体成

才需要。在教育方法上，重灌输、轻渗透，重说教、

轻体验，重管理、轻引导，忽视了学生个体的内心

认同，导致学生失去了建设自身思想政治素质的积

极性与主动性。在教育内容上，只是将党的意识形

态理论、政治思想要求和道德行为规范等传授给学

生，针对性不强，实效性不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

难以入脑、入心，缺乏吸引力、渗透力、感染力。

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革，

以消解存在的冲突与阻滞。个性化教育作为一种新

的教育形态，旨在将学生从传统教育的藩篱中解放

出来，主动回应每一个学生个体的个性诉求，使学

生在体验、探究、参与、互动的过程中，耳濡目染、

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因材施教

的个性化培育目标。  

（三）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针对人类潜

能本质与实现的研究，首创多元智能理论，强调人

的智力具有多元性，不仅具备基本的语言智能和逻

辑数理智能，还兼具空间关系智能、音乐节奏智能、

身体运动智能、人际交往智能、内省智能、自然探

索智能以及生存智能，它们分别与个体自身的九种

各不相同的潜能一一对应。这九种智能的不同排列

组合与分布方式，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智商、情商

和潜能差异，从而使每个人都成为与众不同的生命

体。
［5］

因此，要尊重学生个体的独特性与差异性，通

过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方式，满足学生的个性化

发展需求，引领学生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三、个性化教育在学生工作中的推进策略 

推进个性化教育需要从“课堂教学、社会实践、

校园文化和制度建设”四个维度入手，其中课堂教

学是基础；社会实践是手段；校园文化是载体；制

度建设是保障，这样才能切实将个性化教育融入高

校立德树人全过程。 

（一）推进个性化教育融入课堂教学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 号）指出：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渠道。”
［6］

在推进个性化教育中，思想政治理论

课要率先垂范，全面深化课程改革，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一是加强教育内容针对性。开展个性发展教

育，让学生理解健康、全面的个性发展的真正内涵，

树立科学的个性发展观；强化身心素质教育，培养

学生健全的人格和积极向上的个性心理品质；增强

创新素质教育，激活学生创新活力与创业梦想；加

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着力完善学生道德品质，

提升政治素养，涵育优良个性品质。二是追求教学

方法多样性。教学方法的改善是思想政治教育持续

发展与日臻完善的体现，更是促进大学生个性健康

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根据教学情境的变化和学生个

体的差异，综合运用启迪式、探索式、研讨式、参

与式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求知的欲望，

使被动的知识接受过程变成学生积极主动求索的过

程。最后，教学载体现代化。积极适应微时代，建

设微网站，搭建微平台，开发微课程，形成线上线

下师生互动、校内校外资源共享，为学生提供先进

的学习手段和丰富的学习资源，充分发挥新媒体在

促进大学生个性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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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个性化教育融入社会实践 

推进个性化教育，不仅要发挥好课堂教学的主

渠道作用，更要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

实践养成的意义在于，它既为培育个性提供了有效

途径，也为实现教育目标提供了衡量标尺。个性化

教育应通过鲜活的实践性体验，使学生在感知、理

解、体悟、甄别、选择中获得直接认知，增强情感

体验，对自身个性品质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

从而调动起自身各方面的能力以及气质、性格类型

中的长处，扬长避短，自觉完善个性的发展。一是

要建立共建共享机制。促进学校、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等形成目标同一、机制共建、资源共享、合

作共赢的实践育人协同体系，有效利用各种资源、

加强合作深度广度，做到实践育人制度化管理、优

质化服务、高效化培育、体系化运作、课程化实施、

科技化辅助，为学生投身社会实践构筑宽广舞台。

二是要完善社会实践活动体系。按照“全程引导、

逐步推进、分类实施”的原则，根据不同学段学生

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规律，建立以理想信念教育（一

年级学生）、社会认知(二年级学生)、社会服务能力

培养(三年级学生)、创业就业能力培养(四年级学生)

为侧重点的社会实践分类实施体系。为充分尊重学

生的主体性和差异性，活动形式和内容应丰富多彩，

学生根据自己的志趣，通过个人的价值判断，自由

选择适合自己发展取向的活动，形成不同的活动组

合，促使学生在实践中砥砺优秀个性品质，充分发

挥社会实践在学生个性品质形成中的定型剂作用。 

（三）推进个性化教育融入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是推进个性化教育的有效载体和重要

抓手，要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化人功能，增强

个性化教育的附着力。一要探索构建分层分类活动

体系。既要跟进学生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对

象的水平和能力，又要关注学生个体不同的价值诉

求，精心设计活动内容，专心把控活动过程，用心

强化活动成效。知生所需，按生所求，为个性发展

创造条件与搭建支点，为学生放飞青春梦想，实现

人生出彩搭建舞台。一方面，通过收集学生在校园

微信平台上搜索、浏览等留下的数据痕迹，利用大

数据技术进行挖掘和分析，了解学生的兴趣和关注

点，有针对性的予以推送；另一方面，建立学生课

外活动记录制度。努力实现学生每学年能够至少参

加二次活动，培养一两项艺术爱好。要大力培植优

秀学生社团。学生社团不受院系、专业、年级的限

制，由志趣爱好相同或相似的学生自愿组成，相对

自主的开展活动，成为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的有效形式。要重视培育校园人文环境。

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大学精神为支撑，以色彩

斑斓的学科教室为阵地，以百花齐放的学术论坛为

依托，创建有利于学生个性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营造“日用而不觉”的浓厚氛围，使得置身于这一

环境中的每个学生都受到浸润与感染，自觉发展特

长，完善个性。 

（四）推进个性化教育融入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具有基础性、持续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事关全局。要以制度运行为保障，充分发挥制度对

广大师生员工的驱动作用，推进个性化教育常态化

和长效化。一是要注重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健全考

核激励机制。制定班导师、辅导员工作规范，充分

发挥辅导员、班导师的作用，在学生成长的关键节

点起到助推、提升作用，形成辅导员、班导师和专

业课教师有效配合的教育教学体系。三是优化学生

综合评价机制。改革学生评价观，建立综合考察和

评估学生全面发展，突出个性特长的评价体系，形

成更好的挖掘学生发展潜力的机制。四是建立和谐

互动机制。学校、社会、家庭各种教育力量要相向

而行，各种教育能量要互补共融。 

总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的个性内容

与个性特点必将愈加丰富和生动。高校学生工作必

须主动适应新形势，注重“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学生”，“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7］

，以促进

社会和谐与人的个性完善为新的教育目标，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少平.注重个性发展，坚持因材施教[J].高等理科教育，

2001(5):22-24. 

[2]弗罗姆.弗罗姆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233. 

[3]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503-504. 

[4]习近平.坚定不移创新创新再创新 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

步 伐 

[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09/c_11

11056325.htm 

[5]霍华德·加德纳.多元智能[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9:11-13. 

[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意见[J].思想教育研究，2004(10):2-4. 

[7]胡锦涛. 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凝聚全党全国人

民共同奋斗[N].人民日报，2004-04-29. 

[责任编辑  王云江] 

（下转第 83 页） 



 
第 2 期                      车晓彦等：高校大学生渗透式教育下的日常管理工作的思考                          83 

表现欲强、思想不坚定、希望得到别人肯定的学生

带进了风暴中。这些同学对那些糟粕的文化不加鉴

别，不懂取舍，极易选择一种错误的方式来证明自

己。尤其现在高校与社会的联系愈加紧密，高校的

校园已不再是一个封闭、安全的港湾，校园中已存

在诸多不安全因素，一些是外因，一些是内因。外

因包括：社会上不法分子混入校园内造成的不安全

因素。内因包括：一方面是学生与社会上人员接触

增多，出现纠纷后造成的不安全因素；另一方面是

现在社会上多重压力，造成学生的心理出现亚健康，

甚至是心理疾病，遇到导火索而引发不安全因素。

致使学校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发生率明显升高，因

此辅导员对“尊重生命、珍爱生命”的安全教育和

生命教育要更加重视，在日常管理中要多加关注学

生的动态，多关心学生，经常性的谈心谈话，通过

真实事例，推荐观看法制短剧，介绍相关专家进行

法律和安全知识讲解来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与安全

意识，通过用心的沟通，让学生体会到辅导员对其

的关心和爱护，而并非是批评教育，会减少学生的

抵制情绪，用心去接受改变，提高其防范能力和整

体素质。通过真实事例所产生的后果来对学生产生

深深地触动，铭记于心，从而有利于安全教育和日

常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当今社会随着时代的洪流迅速的发展，大学生

的日常管理方式和方法也应与时俱进，根据当代大

学生的特点的变化而有所改进。渗入式教育下的学

生管理工作模式是新时期的学生管理模式的新探

索，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日常管理的工作

中，引导学生自我发现、自我感悟、自我改变。力

求给与大学生正确的引导、更多的指导、及时的疏

导，有效地帮助大学生们认识自我、发现自我、超

越自我，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实现自我价值，真

正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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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compares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and the daily management with the seepag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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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i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higher education, personalized 
education should be researched carefully, explored actively, planned scientifically and progressed reasonably in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personalized education in student management, it is required to begin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namely, “classroom teaching, social practicing, campus culture and system building”. Among them, 
classroom teaching is the basis, social practicing is the tool, campus culture is the carrier and the system building is 
the guarantee. These can help integrate personalized education into morality education lite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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