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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传统美德在高校德育中的创造性转化既是教育自信的积极彰显也是教育自觉的主动呈

现。 通过对 4 所建筑类高校传统美德融入高校德育的情况调查,全面厘清高校德育在内容设定、课程设

置、实施策略与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现实状况,探究传统美德在高校德育中转换与改造的困境,以及扬弃

与整合的阻滞因素。 基于定性与定量分析,指出传统美德在高校德育的创造性转化中主体与客体的结

构性矛盾和形式与内容的系统性冲突,切实认清其根本原因与现实困境,批判道德异化的根本性危害和

经济至上论的价值偏离。 进而,依据高校德育规律性与目的性相统一的原则,提出中华传统美德在高校

德育中创造性转化的路径,力求从德育价值内核的熔铸切入,探寻高校德育四重功能与三层目的的统

一、过程与环节的连贯、实践性与超越性的相适;从传统美德自觉内化的引导着力,寻求教学内容、教学

方式、教学者和受教者等全要素整合的课堂教学路径;从教育技术的建构入手,打造科技加持、数据驱动

的“智能+”德育载体;从评估传统美德在高校德育中创造性转化的实效出发,坚持认知、动机、行为相统

一的原则,追求以评促改、以改促教的转化实效,构建全程考核、全员评教的教学评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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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德”作为树人、育人、识人、用人的首

要标准。 从“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1]的古训今鉴,到“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 [2]的育人宗旨,再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法论指引,以及“六个下功夫[3] 、八个统

一[4] ”的课改创新最新指示,全面解答了高校德育的培养目标、育人原则和改革方向,明确提出了高

校德育的时代纲领和行动指南。 中华传统美德在高校德育中的创造性转化要遵照高校德育创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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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新时代纲领,既要萃取传统文化精华,充实高校德育理论,强化高校德育体系建设,也要通过批

判性继承,优化高校德育过程,加强高校德育功能的教育自觉。

一、对象和方法

运用数据分析工具,依据经验事实的观察,从高校德育的主要范畴、基本要素、功能发挥及评价

体系等方面着眼,全面审视传统美德在高校德育中转换与改造的现状,着力探寻传统美德在高校德

育中创造性转化的实现路径。
(一)对象

应用整群抽样法,对吉林建筑大学、吉林建筑科技学院、河南城建学院、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4 所

建筑类地方高校的 1
 

989 名师生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其中,在读本科生 1
 

276 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562 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91 人,专职学工人员 60 人。 在线发送调查问卷 1
 

989 份,回收有效问

卷 1
 

932 份,有效回收率达 97. 1%。
(二)网络问卷和实地调查

此次调查研究采用专业在线调查和标准化访问(师生座谈、随堂听课)两种形式,分为学生篇和

教师篇两大板块,学生篇包括德育课程认知和德育教学状况两个主题,教师篇涵盖德育课程设置、
德育教学模式、德育过程评估、德育师资队伍建设和德育教学改革展望等 5 个专题。

运用在线生成的中华传统美德在高校德育中的创造性转化情况普查问卷,采取封闭式问题与

开放式问题兼有的复合式结构。 封闭式问题给出备选答案若干,回答者客观选择。 开放式问题只

提问题,回答者自由填答。 由于在线调查的逻辑校验与配额自控功能,本次调查的发送范围较广,
数据质量较好,样本回收率较高。

(三)统计分析方法
 

使用 miner3D 可视化数据分析软件对采集数据进行有效提取和交叉分析。

二、结果

(一)大学生对中华传统美德认知与传承情况调查

表 1 和表 2 显示,多数大学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形成了较为全面的道德认

知,对传统美德基本概念有大致掌握,并以此作为评判是非、美丑、善恶的价值工具。 但是,少数大

学生质疑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张扬个人主义,缺少奋斗精神,此类道德认知缺失的状况同样不能

无视。 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是相辅相成的矛盾统一体,90%的大学生都能躬行践履传统道德习俗,
93. 5%的大学生能恪守“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的人际准则,100%的大学生认为“奋发图强、振兴中

华”是青年一代的使命担当,然而同时,3. 1%的大学生坦承“很少主动关心父母”,23. 6%的大学生

表示“从未回母校探望老师”,1. 5%的大学生自认“艰苦奋斗已然过时”,这说明,德育过程中忽视道

德动机的刺激、道德情感的催化以及道德信念的支撑,必然导致由知到行的断裂。
图 1 表明,80%的大学生主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特别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来了解

中华传统美德,77%的大学生反映所在高校没有开设大学语文、中华传统文化精义等必修课。 至于

凝结中华传统百业工匠精神底蕴的鲁班精神,工程类的专业课程和职业道德课程仅在个别章节中

提及,没有作为职业素质培养目标融入课程体系。 可见,中华传统美德只是高校德育的辅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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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散嵌入具体课程中,尚未形成独立完善的教学体系。
表 1　 大学生中华传统美德的认知度调查

传统美德

仁义

信用

自强

感恩

和谐

孝悌

不重要 / %
—
—

2. 2
0. 5
1. 5
—

一般 / %
2. 3
1. 2

49. 5
12. 3
6. 1
0. 3

重要 / %
76
50. 3
26
56. 2
36. 7
12. 6

非常重要 / %
21. 7
48. 5
22. 3
31
55. 7
87. 1

表 2　 大学生中华传统美德践行情况调查

践行内容

孝顺父母

信守诺言

奋斗自立

乐于助人

拾金不昧

尊敬师长

热爱祖国

一直 / %
78. 6
71. 5
66
70
60. 5
87. 6

100

经常 / %
18. 3
22
32. 5
22. 1
36. 1
12. 4
—

偶尔 / %
3. 1
6. 5
1. 5
7. 9
3. 4
—
—

从不 / %
—
—
—
—
—
—
—

　 　 (二)中华传统美德融入高校德育的情况调查

图 2 和图 3 说明,在大学生社会服务活动中贯穿爱国、感恩、奉献、隆师、孝亲等传统美德教育,
基于职业理想的研究性学习和强调实际体验的社会实践也围绕传统美德甄选研究专题和调查领

域,不过,活动课程只占思想政治理论课总课时的 1 / 3,在有限的课时中传统美德的主题仅是活动课

程的备选项目而不是必选项目。 所调查高校对德育教学实效的评估,大都采用常规的考评一体模

式,以这种单一刻板的模式对强调知行合一的德育过程进行评估,其结果难免有失偏颇。

图 1　 中华传统美德融入教学内容

图 2　 中华传统美德融入活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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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华传统美德融入教学考核

三、分析

(一)现状

1. 德育主体虚位与德育客体偏位之间的矛盾

高校德育的主体分为机构和人员两个层面。 56. 6%的被访大学生表示所在高校没有专门的德

育机构,37%的大学生认为“德育就是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学院就是德育机构”。 从机构主体

层面来看,高校德育主体虚而不实,多而不专,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教学,
学工处负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行为规范管理,团委主抓团的组织建设和团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由
于这些机构工作方法各不相同,工作内容各有侧重,加之对德育工作的狭隘理解,往往把德育工作

视为附带任务而不是专门职责,高校德育的机构主体结构性虚位;从人员主体层面来看,机构主体

的松散导致人员主体在德育过程中单打独斗、互不沟通,甚至出现德育内容彼此重复、德育任务相

互推诿、德育环节层层脱节的现象,导致德育工作流于形式,存在功能性虚位问题。 另外,高校德育

客体是群体趋同和个体倾向并存的复合结构,但高校对德育客体认识偏位,只是笼统地把所有学生

认作群体趋同的一般客体,而没有依据专业特色、认知能力、修养水平等详细区别同类客体的个体

倾向。
2. 传统美德的统整性与德育内容零散性之间的矛盾

中华传统美德内涵宏大,体系磅礴,既涵盖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铸就的民族精

神内核,也蕴藏着家国与天下、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所恪守的基本价值取向。 无论是道德横向

发展中的衍生,还是道德纵向演进中的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体系周严,层层相关,环环紧扣,生生不

止,不能从内涵上割断,也不能从外延上肢解。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5] 在孔

子看来,教育就是以道为志向,以仁德为纲领,以六艺为基础的完整体系。 然而,86%的大学生表示

对传统美德的内涵不甚了解,只对外延略知一二。 由此可见,高校并没有把中华传统美德作为独立

的教学体系来建设,而是零散地渗透到大学语文、职业道德、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中,而
这些课程鉴于课时的限制和教学计划的约束,要么只能从传统美德的浩瀚体系中截取点滴简单带

过,要么干脆将传统美德的内容彻底摒弃。
3. 传统美德的实践性与考核模式刻板性之间的矛盾

中华传统美德是人们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道德行为内化外显的过程,
并在实践活动中一以贯之。 传统美德不同于科学范式的知识,而是有情感、有价值、有信念、能超越

的实践追寻。 德育也不同于授业予人的知识教育,而是育德于心的行为养成。 孔子说:“视其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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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 [5]德行的考核是一个过程,要从动机、手段和结果等方

面切入。 品德考核大多采用的是考试加评教的常规模式,考评一体模式属于知识性评估,只能呈现

学生道德认知的状况,无法考察学生从知到行、从动机到结果的品德转化过程和思想动态倾向,弱
化德育影响,阻碍德育功能。

(二)成因

1. 传统美德的现代异化是根本原因

“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 [6]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与“德”浑然一体,“道”是自然

法则和事物规律,“德”是人们在体证、内化、践履“道”的过程中个体成就的品格与素养。 传统美德

是传统道德的优良部分,经过历史的荡涤和时代的扬弃而传承至今,与自然规律、社会历史规律和

人的全面发展天然相连,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民族、人与自然的规范体系和价

值体系。 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主义、科技主义、个人主义的膨胀外溢,急剧冲击着传统美德的认同

普遍性和历史连贯性。 物质至上论把经济发展视作社会发展的首要标准,包括道德提升在内的精

神建设必然退居边缘。 当人们将逐利作为理想的指向,将享乐视为天性的释放,纵欲的道德观必然

取代向善的道德观,传统美德的克己节欲、习勤习俭自然成为食古不化的陈规陋俗;科学至上论把

科学技术奉为圭臬,尊为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权威,用工具理性操控人的精神世界和注解人生的全

部意义,以科学之名排斥道德理想的超验追求和道德意识的终极关怀[7] ;个人至上论打着个体解放

的幌子,抵制任何道德约束,主张价值模糊的道德相对主义,倡导肆意妄为的道德虚无主义,为人的

贪婪无度、自私自利高唱赞歌。 可见,传统美德的现代异化是当今社会道德危机的深层根源,直接

导致德育的意义和价值根基崩塌瓦解。
2. 德育的价值偏离是现实原因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把德育解释为“学之得”与“性之得”矛盾转化的过程[8] 。 “学之得”是

向外求取、学习的过程,“性之得”是内在存养、省克的过程,二者的对立统一就是客体化的规则体

系、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通过认知、体证转化为主体人格构建的过程。 因此,立足时代的批判性和

历史的承继性,实现客体化知识性学习与主体化人格构建的协调统一是德育的价值根基。 但是,在
唯经济主义影响下,“智育益进,德育益敝”已然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沉疴,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掌握

专门知识的专业技术人才,教育中去德育化、德育中去主体化自然也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务实选

择。 在工具理性的驾驭下,德育过程忽视了情感体验、信念支撑和意志调节,切断了生活的关切与

历史的联系,背离了培养和谐发展的人的终极目标,演变成由抽象的道德概念、原则和规范累积而

成的单一知识获得过程。 知识学习与人格教化的两相断裂,道德学习与道德生活的彼此剥离,必然

引发人们对德育价值的质疑、抵触和叛离。

四、路径

(一)以“厚德载物”重塑高校德育的价值内核

“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伦理价值的核心,锻造了中华民族“敬德保民” “崇德爱物”的价值标准

和“崇德广业”“隆德勇创”的价值追求[8] ,标志着中华民族道德觉悟的水准和道德传承的根脉。 高

校德育旨在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满足社会和谐发展需要和个人全面自由发展需要。 “厚德

载物”蕴含的人本精神、使命意识和理想指向,能够丰富“立德树人”的文化底蕴,协调社会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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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人发展目标,从而消除传统美德现代异化的消极影响,重新整合高校德育的价值内核。
其一,功能的全面性与目标的层次性相统一,“振民育德”的人本精神要求高校德育把人的价值

置于首位,注重人的发展的全面性与层次性。 在功能上,国家层面的政治导向功能、经济支援功能,
社会层面的文化凝聚功能、自然调和功能,以及个人层面的个体享用功能、个体发展功能,要全面释

放,协同发力。 在目标上,“铸魂育人”的宏观总体目标、“四讲四有”的中观群体目标和“立德修身”
的微观个体目标,要层次分明,逐级递进。

其二,德育过程的完整性与德育环节的衔接性相统一,“果行育德”的主体意识强调德育客体的

能动性与主动性,突出其价值塑造、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高校德育要围绕德育客体内部道德环境

的辩证发展与自觉营造,在过程中实现道德认知的外部干预、道德信念的内在建构与道德行为的外

向传导之间循环往复的矛盾运动;在环节上实现德育计划的制定、德育机制的选择、德育影响的施

加与德育效果的反馈之间持续不断的连贯衔接。
其三,时代的适应性与历史的超越性相统一,“崇德广业”的使命担当赋予道德理想以现实意

义,高校德育不但要适应新时代的实践性、民族性和世界性,囊括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内容,还要根据

行业特色和专业特点,增加职业道德的内容。
(二)以“因材施教,学以自得”改革高校德育的课堂教学

“因材施教”与“学以自得”体现了德育教学中教育者主导性与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关系,是由内

隐到外显的转化过程[8] 。 “因材施教”以“人人皆能”为基础,以“授人以渔”为宗旨,提倡教学的针

对性、多样性与灵活性。 “学以自得”强调人的潜在主动性与能动性,注重受教育者从自知、自明到

自得、自成的自觉内化。 建筑类高校德育教学的“因材施教,学以自得”要突出中国传统百业工匠的

精神要义,彰显新时代建筑行业的价值追求,具体可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教学内容专题化。 用“鲁班精神”的传统意蕴和时代内涵统整德育内容,设计德育通识与

德育专识两大模块,德育通识模块下设敬业精神、创新精神、诚信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 5 个专

题,德育专识模块细化为建设监理人员职业道德、勘察设计人员职业道德、城乡规划人员职业道德、
工程管理人员职业道德、建筑工程基本法律规范 5 个专题。 同时,将通识模块下 5 个专题融入思政

课程和活动课程,例如,敬业精神专题可以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择业观与创业观内容

相结合,法律意识专题可以通过生态节能的公益活动和文物保护的研究性学习展开;将专识模块下

5 个专题嵌入校本课程和专业课程,根据行业特色开发校本教材《建设行业职业道德与法律规范》,
以系列专题讲座形式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区分专业特点,拓展课程德育途径,比如,采用案例启发式

教学把勘察设计人员职业道德专题内容嵌入中国建筑史课程中,用古建筑的前世今生讲述中国匠

人斋心巧智的价值坚守。
二是教学方式空间化。 传统平面的课堂讲授既不能满足教师的教学需要,更不能满足学生的

求知渴望。 空间化教学方式是指德育教学要结合任务特点、专业特点、学生特点,进入实训基地、研
修项目、学生社团,运用信息手段和 VR 技术构建多点多面立体化的德育延展课堂。

三是教学主体多样化。 由专家学者讲大课、劳模工匠登讲台、优秀校友返校园、师生共上一堂

课构建多主体授课模式。 专家学者的理论厚度能深化学生解惑除弊的道德认知,劳模工匠的实践

体悟能激发学生怡情化性的道德情感,优秀校友的奋斗履迹能引发学生励志笃行的道德愿望,学生

授课的体验过程能强化学生知行合一的道德认同,多样化教学主体的组合效应使高校德育课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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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时代,增强了学生的参与度和获得感。
(三)以“能近取譬,日新月著”打造高校德育的智能交互终端

“能近取譬,日新月著”即以博观约取的方式,从广阔的实践中和日常的生活里汲取增益德行的

智识,以求达到积微成著、澡身浴德的效果。 高校通过建立资源共享信息化平台,增强德育的主动

性,例如,成立全国建筑类院校德育课程联盟,利用网络平台使用便捷、沟通及时和受众广泛的优

势,为学习者提供数量大、视野新和渠道多的共建共享平台;借助短视频、微博等新媒体,增强德育

的动态直观性,例如,推出代表工匠精神的智能卡通形象“班班”,在新媒体平台上,用在线包装、四
格漫画和 MG 动画短视频的形式,以更现代、更朝气的视角讲述美德故事,传递鲁班精神;使用互动

黑板、互动投影仪等高新技术教具,发挥其教鞭触控、体感控制、实物交互、多屏联动的功能,形成生

动有趣、响应热烈的教学氛围,实现动态性、主动性、直观性、交互性的工具价值。
(四)以“一以贯之,析微察异”整改高校德育的教学评估模式

“一以贯之,析微察异”是儒家倡导的“三察五式”
 

过程性评价理念。 高校德育“三察五式”教学

评估模式是指依据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规律,遵循协同育人、全科育人的一体化趋势,通过测试、
教学管理、教学监督、学生评教和社会反馈等多个渠道和途径,考察道德认知、道德动机和道德行

为,从而对传统美德在高校德育中创造性转化的实效进行综合评估。
第一,测试分为考试和测评。 考试可以采取笔试和口试两种方式,考试题目以材料分析、论述

等主观试题为主,重点考查学生对中华传统美德内涵、意义的理解。 测评可以借助心理测评量表,
通过科学标准的测量手段获取大学生道德需要、道德动机及道德信念反应变化的心理依据。

第二,建立定期联络制度。 思政课教师与学团办工作人员、辅导员等加强沟通协作,从课堂学

习、学术活动、校园文化活动和寝室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综合表现,考察学生责任意识、荣誉感和理

想抱负的现实水平。
第三,教学督导从教学目标与课程标准的贴合度、学习条件的准备程度、师生互动的方式和效

果、教师解决问题的灵活性与创造性等方面,评价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的实效。
第四,学生从教态仪表、教学效果与技能、课堂管理、课程内容的吸引力、课堂氛围的融洽度等

方面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评价。
第五,社会实践、社会服务的对口单位和实训接收单位对学生的敬业精神、创新精神、担当精

神、意志品质和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实时反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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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rtue
 

in
 

college
 

moral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good
 

manifestation
 

of
 

educational
 

self-confidence 
 

but
 

also
 

an
 

active
 

demonstration
 

of
 

educational
 

awarenes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virtue
 

into
 

college
 

moral
 

education
 

in
 

four
 

construc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can
 

fully
 

clarify
 

the
 

reality
 

of
 

college
 

moral
 

education
 

in
 

terms
 

of
 

content
 

setting 
 

curriculum
 

setting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and
 

evaluation
 

system 
 

as
 

well
 

as
 

investigate
 

the
 

contradictions
 

and
 

difficulties
 

of
 

traditional
 

virtue
 

transformation
 

in
 

college
 

moral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obstructing
 

factors
 

of
 

sublation
 

and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it
 

clearly
 

identifies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and
 

the
 

systematic
 

conflict
 

between
 

the
 

form
 

and
 

the
 

content
 

i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rtue
 

in
 

the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ntifies
      

the
 

fundamental
 

and
 

practical
 

reasons
 

for
 

the
 

dilemma
 

of
 

the
 

contradiction 
 

and
       

criticizes
 

the
 

fundamental
 

harm
 

of
 

moral
 

alienation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and
 

the
 

value
 

deviation
 

of
 

economic
 

supremacy.
 

The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regularity
 

and
 

purposefulness
 

of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unity
 

of
 

the
 

four
 

functions
 

and
 

three
 

purposes
 

of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oherence
 

of
 

process
 

and
 

link 
 

and
 

the
 

compatibility
 

of
 

practicality
 

and
 

transcendence.
 

From
 

directing
 

the
 

conscious
 

intern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rtues 
 

we
 

should
 

seek
 

a
 

path
 

for
 

classroom
 

instruction
 

that
 

incorporates
 

all
 

elements 
 

including
 

instructional
 

content 
 

teaching
 

techniques 
 

teachers 
 

and
 

trainees.
      

Starti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e
 

should
 

build
 

a
 

smart+ 
 

moral
 

education
 

carrier
 

that
 

is
 

support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riven
 

by
 

data.
      

Starting
 

from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virtues
 

in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cognition 
 

motivation
 

and
 

behavior 
 

pursue
 

the
 

transformation
 

effectiveness
 

of
 

promoting
 

reform
 

through
 

evaluation
 

and
 

teaching
 

through
 

reform 
 

and
 

build
 

a
 

teaching
 

evaluation
 

model
 

of
 

whole-process
 

assessment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by
 

all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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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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