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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高校学生的社会教育

王 恒 春

中国在发生巨大变化,各行各业在突飞

猛进,改革开放对新时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

工作提
:出 了新的课题。面对新形势,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开拓新视野,进 入新 境

界,努力探寻加强与改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的新途径。       ‘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怎样改善?如何

加强∵?出路在哪里?这既需要实践的摸索,

又薷要理论的探讨。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

加强对高校学生的社会教育:是新时期加强

柑改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和

措施之ˉ。      ∶      ◆

概括说来,加强对高校学生的社会教

育∴或者说力0强和完罾嵩∷校学生思想教育的

社会化坏节,就是根据改革巾开放的时代要

求和基于系统论观念及综合教育的原则,沟

通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通道,瞬充分

发挥学校、也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在学生思

想教育中的作用 ,从而形成学校与社会彼此

柑联:开放贯通、互相配合的思想教育格局。

为什么说加强学生崽想教育的社会化环
′

节是新时期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

要途径呢?        ∴

第L,时代造就了青罕学生的开放性思

维 ,时代也要求对学生进行开放式教育。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青年大学生政治思

想和遣德伦理观念的形成,离不开他们所处

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环境,即特定

的社会历史条件:我国当前
“
特定的社会历

史条件
”

是什么呢?我国正处在 社 会 主 义

商品经济大发展时期,改革、开放是当前国

家和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商品经济的发展,

改革1开放的深化 ,引起了经济机制的转换和

政治体制的变革,必然地要引起人们思想观

念的重大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一方面旧的观

念意识越来越丧失其生命力,另方商一系列

新的观念不断形成。从当前大学生的思想状

况看,他们不但具有竞争观念、价值观念:效

率 观 念 、 进取观念,而且具有明显的开放

观 念 、 求 实观念、世界观念和信息观念。

这些观念j特别是开放观念、求实观念、世

界观念和信息观念的形成,使越来越多的青

年学生开始把自已的眼光投向社会、投向世

界,投向未来。他们与社会的交往意识、对

社会的了解意识和参与意识增强了,注重获

取、传递和利用各社会信息开阔视野和更新
!

知识。因此,开放性思维构成了当代大学生

一个极为明显的思维特征。在这种思维方式

下,社会的转折、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变

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好 的、坏

的,光明的、阴暗的,都会反映到他们的头

脑中来。他们绝大多数人关心和支持改革,要

求振兴中华,实现
“
四化〃,渴望祖国早日

富强。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某些思想上的

混乱。一些大学生对中国国情、社会现状缺

乏认识,对改革急于求成,免不了产生偏激

情绪;也有个别大学生政治观点较为模糊,

分不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被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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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的
饣
经济繁荣

”
所迷惑,看不清资

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甚至以此怀疑马克思

主义,崇拜资本主义。

如何正确引导青年学生的开放性思维?

如何正确对待他们中的一些人这样那样的思

想认识问题?这是高校思想政治主作者不能

不回答的问题。我们不可能把学生拉回到封

闭状态,禁止他们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

形形色色的思潮,禁止他们产生种种思想认

识问题。在改
·
革开放的条件下,也不可能把

肯年学生封闭在温室里,更不可能把他们的

思想禁锢在笼子里:他们着眼于社会,是符

合历史规律的现象。他们在接触外界的过程

中产生这样那样的认识问题,也 是 不 奇怪

n午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地引导。我们认

为;重要的问题在于抓住青年学生开放性思

维的特征,对他们实行开放性教育,加强学

生,思想教育的社会化环节。即正确地引导他

们接触社会和了解社会冫扒人民群众那里吸

取菅养,从社会中丰富认识,同 时让社会实

践米检验和矫正他们的认识,促使他们在接

触社会实际的过租屮遨行白我调节和转变思

想认识。

笫工,系统论启示我们,思想政治工作

是∵‘、开放性的网络系统,社会丿、才只能是

综合教肓的产品
.。 要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

工作,必须有萄|校与社会各个方面全方位、

总体性的协调行动。

系统理论的问世,为丰宙和发展辩证唯

物主义提供了新素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客

观世界提供丁新方法,也为我们加强和改苦

离校思想政治工作打开了新思路。系统论认

为,无论是白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无论是宏

观还是微观,都普遍表现为层次系统结构,

町八类社会就是
一

个具有复杂层次的、包含

糊干相百影响书l件用的子系统的动态系统。

思想政治工作传为社会太系统的子系统 ,服

=;`于社全大系统 nⅡ 要求,眼务于I∶ 会主义现

6β

代化建设的总闫标。 i耐恩想政治工作本身也

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从外在联系上看 ,它

与其它各行各业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和相互

作用。从内容上看 ,很难说思想政治工作属

哪个部闸 ,ˇ 不仅有宣传教育部门与政工干部

的专门性的ェ作 ,还有社会各方面对人们的

教育和影晌,社会各行各业、一切机关和单

位及其干部都要自觉不自觉地做这顼工作。

只有使这些环节和要萦紧密联系 与 配 合 起

来,共同形成有规律的活动整体 -才能达到

思想政治工作的既定目标。高等院校学生思

想政治工作当然也是这样。学校的思想政治

工作部门及其干部,应当有系统论的头脑和

系统论的眼光,把学狡思想政治工作视为由

若干相互联系和作用的诸要素诸环节有序结

合的系统整体 ,注意研究和把握其整体运动

的规律。这就要求校方运用系统理论中整体

性的原则,通过各种形式与社会各方面协调

行动,求得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以全面教

育和影响学生。我们必须在指导 思 想 上 明

确,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庞大、精

细的系统工程,只靠学校,只靠少数人,是
不可能搞好的,必须组织和借助社会各方面

的力量齐抓共管。

笫三,加强对学生进行社会教肓,能够

增强思想教育活力丿提高教育效果 ,促进学

生自觉地进行认识上的自我调节。

当代大学生开放性思维的一个重要心理

特点是不轻信盲从 ,不少人对自上雨下的宣

传教育元论正确与否 ,总要先在脑子里划个

问号;对那种脱离实际、枯燥无味的宣传教

育往往持反感态度。不过他们乐 意 尊 重事

实 ,乐意参加实践。 他 们 反 感 的 和 乐 意

的 ,恰恰是我们单靠学校教育难以解决的。

一旦沟通学校与社会的联系,采 取
“
请 进

来
”

和
“
走出去

”
的办汝 ,斌可弥补学校教

育之r不足。请进未 ,意味着校外的 I司 志把∴

纛、丰甯、生动∴i笫一手刺衤⒈带 猜 学 生 ;



【走出去?,则是由学生亲白到社会上去接

触大蠹∷丰富、∴生动的第-手材料。这样 ,

社舍虫践解决了对学生认识曲说:月艮力和感染

力问题。实践证明:搞封闭式教育,关起门来

1传经布道
”

丿学生不喜欢,效果也不好;

搞开放式教育,学生乐意接受,效果比较显

著。   |∴     .
在开放性思维方式下,当 -代大学生的内

心‘世界往往存在理愆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他

们有美好的愿望 ,∷积极追求未来,追求文明

与发达。但由于他们-般缺乏对甲情和社会

实际的了解,其愿望和追求往往脱离社会实

际Jˉ旦 1理想
”

与现实发生冲突,一些人

就可能产生消极不满情绪,对改革 和 建 设

产生不正确的看法。如果有坏入利用,就可

能喊出错误的口号和采取过激的行∷动。对于

这种情况,仅靠校内政工人员的教肓,是很

难解决的。如果引导学生去亲自接触和体验

社会实际,就能促进他 们 对 内心 世界 中
“
理想

″
与现实的矛盾自觉 鸩进行 自我调

卡,加快思想认识的转变:潭过孝触和体验

社会实际,他们能更深入她认识国情和社会

现状,深刻体会改革、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

性,增强对是非曲苴和好坏优劣的鉴别力 ,从

看得见摸得着跗事实中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和党的领导的必要性,提高他们对社会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看到,.

不少过去认识糊涂的大学生,正是通过参加

社会实践活动,才促使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告

别 〃昨 天
”
,正 视

“
今 天

”
,走 向

“
明

天
”

。

第四,加强别
·
学生的社会教育 ,∷岜是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搞封闭式的关门教育,培荞出来的学生

往往脱离实际和轻视劳动。这既不符合高校

办学方针和
“
二个雨向

”
的要求,也是违背

马克思主义教育屉:想汕。吗克思}义 认为 ,

教育不
='喊

限于学校c没有拳育与社佘实践

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

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社会和劳动的教肓,还

是脱离教育的社会劳动 ,ˇ 鄱不能达到现代技

术水平和科学所要求的高度。在新的厉史时

期加强离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必须坚持马

克思主义教育与社会实践、教育 与 生 产 劳

动、知识分子与人民大i众相结合的思想和原

则。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培养的学生 ,才能

适应社会的需要,担负起历∴史 的 重 任。当

然,我们也∷不能套用过去
“
开门办学

”
那套

“
左

”
的做法,而耍正确、恰当地处理学校

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      Ⅱ I

如何加强对学生的社会教育,即如何加

强学生思想教育的社会化环节?总的说来Ⅱ

其基本内容和要求是两个方面: 冖

首先 ,沟通学校教育与社会 教 育 的 渠
j迕 ,使社会各方面大力配合学校教育。按燕

这一要求,学校应积极创造条件,以求得社

会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为学校教育大力提供

协助,配含学校思楫教育工仵中忄对学生进

行各种形式的教育。为此 ,可以采取以下措

施:

一是聘请劳模英雄、知名人士、企业改

革宋以及熟悉各方面情况的国家干部仵为学

校的兼职德育教师 ,定期来校作专题报告或

与学生座谈对话 ,并创造条件使他们通过各

种形式接触学生,交流思想感情 ,达到教育

的目的。
于 二是与社会挂钩,使社会有关单位为学

生提供社会实践场地 ,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

认识了解社会,体察民情 ,以受到实际的锻

炼和教育。

三是纟u.织学生利用寒暑假广泛开展社会

调查 ,猛过社会调查认识国情和l在改革中产

生的各种社会问题。

四是纽织学生开展社会忤询 和 讲 学 活

功,积极宣传马列}义和克泗方针政婊p把

字刭油知识眼务子社会氵服务于人民。使学



生在活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ェ是细:织学生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和开展

勤ェ.俭学活动,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增强

对劳动八民的了解。     ∶

∶ 其次,在沟通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过

程中,学校要充分发挥主动性,认真做好总

体安排和协调统∵工作。      ∶

∷在形成学校与社会紧密相联,互相配合

的思想教育格局中,学校处于主导地位。所

以,.学 校要认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总体布

局 o负责作好长远计划和迈期安排 ,努力解决

好各方面的协调统一问题,使学校和社会各

方面的教育内容统-、 方向-致、作用合∵,

使社会各方面能够围绕某一阶段学校的思想

教育工作中心共同发挥作用。同时,学校又

是思想教育各种信息的发送和反馈中心。因

此,学校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学生的思想变

化,及时发送和收回备方面的倌息,∷以使各

个方面的教育适应变化了的情况
^促

使彼此

问酡合更为默契。      ¨   Ⅱ

对于学校来说,还必须将社会教育的备

个方面各个环节制度化,以便长期坚持。一

个学期,一个学年,进行哪些教育要有总体计

划'并力求使各次的教育形成连贯的序列。

同时,要注重实效,不要流于形式,切忌摆
“
花架子

”
,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妊针 对 性 问

题。还必须明确,既然学校教育处于主导方

面,那么要真正搞好学校与社会相结合的教

育,就必须首先抓好学校教育,不能只依靠社

会方面的教育而放松学校主导方面的教育。

上述方面都抓好了,高校学生恿想政治

工作一定能大大加强。    ‘

∫、‘(上接第54页 )

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

⑩马克思主义对于分配制度不是简单

地从社会主义立场去判断,而是从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去判断。

l注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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