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金报 明州教育 A16
2022年8月19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许明 审读：邱立波

教师
周刊

一、基于调查的大学生社
会公德欠缺性数据

为了有效开展“宁波市社会公
德现状及对策研究”课题研究，课
题组在宁波市范围内开展了一次问
卷调查，所涉问题涵盖了文明礼
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
境、遵纪守法等方面，每个方面设
置5-7个问题，除受访者基本信息
外共设置了32个相关问题，其中涉
及个人表现类的问题19个，收到有
效问卷样本 2645份，其中涉及 11
所本专科高校学生1144人、社会其
他各类身份的人员1501人。

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社会公
德表现的数据，更多的是体现积极
向上有活力、洋溢着青年朝气的正
能量数据。本文重点分析和研究那
些不够积极、不尽如人意的欠缺性
数据，以期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社会
公德水平。

（一）文明礼貌方面
在人际交往中的体现文明行为

的有关调查中，大学生选择“经常
都会主动向老师（领导）问好”的比
例 是 53.76% ，全 体 受 访 者 中 有
72.44%的人选择此项；面对“是否
全神贯注倾听他人说话”这个问
题，大学生的肯定选项比全体受访
者低了4.79个百分点。在交通参与
文明行为和饮食习惯文明行为的调
查中，大学生的表现也有落差，其
中有关“路怒症”和“光盘行动”的
关键选项比全体受访者低5.6个百
分点。另外，对防范诈骗的问题，大
学生选择体现其社会责任心的选项
比例比全体受访者低了 4.16 个百
分点。

（二）助人为乐方面
调查结果显示，在人们原本以

为有良好表现的“公交让座”问题
上，意外地输给全体受访者9.11个
百分点，有66.35%的大学生表示做
不到每次都让座。“帮助有需要的
人”和“慈善活动”2个问题的关键选
项，大学生的表现尚可，但也分别略
低于全体受访者1个百分点强。

（三）爱护公物和保护环境方面
调查显示，有高达46.42%的大

学生无视保护草坪的提示，以赶时
间为由，认为偶尔践踏一下草坪没
有关系，这个比例比全体受访者高
了 12.02 个百分点；政府和社会大
力提倡的“严格按照标准进行垃圾
分类”这个问题上，仅有36.1%的学
生表示能做到，跟全体受访者相比
有12.56个百分点的差距；“坚持把

垃圾扔到垃圾箱”、“保护公园草
木”和“绿色出行”等3个问题的关
键选项表现尚可，但也都略低于全
体受访者。

（四）遵纪守法方面
调查显示，大学生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不强，调查显示，“正版盗版
软件都用”的比例明显高于全体受
访者，达9.57 个百分点；大学生的
课堂遵守纪律意识也不强，尤其突
出的现象是竟有73.16%的大学生

“上班（上课）玩手机”，而全体受访
者这一比例是61.7%，有11.46个百
分点的差距；跟“上课玩手机”现象
一致的有关“严格遵守学校或单位
工作纪律”方面的调查，大学生表
示“会严格遵守纪律”的比例少了
10.38个百分点；笼统的关于“守法”
的调查，大学生选择守法与自己学
习生活工作关系密切的比例，也少
了5.26个百分点；表现最好的关于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闯红灯”的
选项比例也还低了1.6个百分点。

二、大学生社会公德欠缺
性表现的成因分析

在校大学生是一群充满活力的
青年群体，他们活跃在校内外的各
类志愿服务、社团文体活动和各类
技能比赛中，有激情、愿奉献，形象
光鲜亮丽。我们的调查中，大学生
的表现在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
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等五
个方面，分别在若干个“点”上存在
一定欠缺，这些“欠缺”现象看似意
外，其实也并不奇怪，我们认为有
以下原因：

（一）学校教育重理论轻实践，
不容易做到理实一体。

根据教育部规定，高校思政课
设置中跟道德相关的课程是第一学
期开设的“思想道德与法治”，在进
行了一定程度的思政课教学改革
后，这一课程仍然是以讲授理论知
识为主，通过实践教学来强化课程
中涉及的社会公德教育内容，更是
少得可怜，没有实践教学标准，理
论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效果并不
明显，课外指导学生进行社会公德
实践的机会就更少，很难达到理实
一体的理想状态。

（二）自我教育重认知轻践行，
不容易做到知行合一。

大学生在社会公德的认知上，
可以达到完全正确或基本正确，但
是在行动上往往表现出知而不行、
知行脱节，正确的认知不能成为自
觉的行动。他们认同在课堂上不应

玩手机刷视频等，可就是控制不住
手痒；认同红灯停绿灯行，但是往
往要闯红灯；认同垃圾分类保护环
境，但就是嫌麻烦不愿分类；认同
给弱者让座，但是往往视而不见；
认同爱护公物，却常常在课桌上乱
涂乱画。懂得社会公德的重要，但
是反对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做出违
背社会公德的行为。

（三）家庭教育重智育轻德育，
不容易做到德智同步。

高中阶段的家长为了子女考上
大学，往往把学习成绩放在第一
位，而忽视了他们的社会公德、个
人品行的教育和培养。受各种因素
影响，“只有学习好才会有前途”往
往是许多家长的理念，忽视社会公
德教育就成为难以避免的常态，当
带“伤”进入高等学校的学生，来到
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就会自
然形成一定的德育“欠缺”。

三、大学生社会公德水平
提升策略

为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针对大学生社会公德存在
的欠缺点，我们提出相应的提升策
略：一要突出强化社会公德教育实
践教学；二要建立社会公德惩戒体
系；三要形成社会公德教育巡查督
查机制。

（一）创制高校社会公德教育实
践教学标准，培育社会公德实践教
学方案。

针对高校社会公德教育中存在
的理实不能一体的问题，结合高校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改革创
新，加大社会公德实践教学力度，
集结高校力量编制大学生社会公德
教育实践教学标准，创新培育“大
学生社会公德教育实践教学方
案”。各校要在校党委领导下，以马
克思主义学院为责任单位，构建社
会公德教育“课内、校内、校外”三
位一体实践教学体系，多渠道建立
校内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培育社会
公德实践教学典型案例，鼓励思政
课教师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公德实
践教学活动。

（二）建立高校社会公德征信积
分制度，培育大学生社会公德奖惩
体系。

在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
协调各高校宣传部门、学工部门和
思政课教研单位，构建高校社会公
德教育联盟，开展实践性研究，根

据大学生守德和违德情况，建立社
会公德征信积分制度，培育大学生
社会公德奖惩体系，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方案。通过信息技术，建设
社会公德征信积分平台，守德积
分、违德失分，设置略高于全社会
平均水平的社会公德积分合格线，
并根据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逐
年提高合格线水平，根据积分情
况，正面奖励和提增违德成本相结
合，对大学生社会公德守德和违德
行为进行奖惩。深入研究大学生社
会公德奖惩相关实践案例，形成一
个与评奖评优、批评惩戒、毕业升
学等挂钩的制度方案。

（三）健全大学生社会公德表现
评价体系，开展社会公德专项巡查
督查。

高校要提高认识，从学校层面
加强对学生社会公德情况的巡查督
查工作的统筹部署、协调推进，聚
焦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年；要
加强顶层设计，将大学生社会公德
表现作为能否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
时代新人与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衡量标准之一，健全大学生社
会公德表现评价体系，在人才培养
方案中设置学生社会公德表现评价
标准；要有问题意识，通过巡查督
查将大学生容易出现社会公德失范
的现象进行梳理归纳，找到学生出
现问题的动机和根源，提高巡查工
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督促各个
高校按照巡查组的要求，反馈意见
及时研究整改方案，建立整改工作
台账，明确整改责任和完成时限，
确保问题见底，构建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大格局，责任到人，整改
到位，并将此项工作列入年度考
评，作为对各校年度考核的重要组
成部分。

四、结语

大学生社会公德素养的提升是
一个将理论付诸实践不断践行的过
程，需要学校、社会和家庭等各方
的正确引导教育，需要学生自身的
躬行修炼。大学生社会公德素养的
提升就是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有
助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有助于
文明典范城市的创建。

本文系宁波市第五轮社会科学
研究基地“宁波市道德与法治教育
研究基地”项目“宁波市社会公德
现状及对策研究”（JD5-PY54）的阶
段性成果

大学生社会公德的
欠缺性表现及提升策略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沈升良

今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培养大学生成为合格的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

时代新人与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高校的神圣使命，也是政府、社会和家庭的重

要责任。社会公德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从对宁波市的调查来看，在校大学生的社

会公德现状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朝气蓬勃的，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够积极的欠缺性表现，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应当引起政府、高校、社会和家庭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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