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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大学人文精神的关注是一个常议常新的话题。处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以及大学内部人文精

神的缺失都对大学人文精神的构建提出了诉求。本文采用历史与比较的视角对大学人文精神及其社会

价值进行探讨。梳理中西方大学教育发展史,可以看出以人文精神为主导的人文教育在大学中的地位的

变化轨迹是一致的,即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人文教育在大学中都大致经历了由占据中心地位到与科学教

育冲突融合再到逐渐被边缘化之后又被重视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国家对大学生人文精神

的教育发展越来越重视。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现阶段的中国大学教育史中,针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精神教

育实践过程中,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以及人文精神对思想和意识的重要影响,如果积极有效地提升大学

生在教育中实现人文精神的培养,从而提高科学教育的同时,积极有效地促进大学生人文思想方面的教

育和全面发展。 

[关键词] 大学教育史；人文精神；大学生；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8.1  文献标识码：A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Spirit in the History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Cong Li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ttention to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universities is an often discussed and new topic.The 

transforming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lack of humanistic spirit within the university all put forward deman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iversity humanistic spiri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universities and 

its social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comparison. By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university education, we can see that the changing track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dominated by 

humanistic spirit in universities is the same, that is, in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universities, humanistic 

education has roughly gone through a process from occupying a central position to conflicting with scientific 

education, then being gradually marginalized and then being valued again. With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country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spirit' humanistic spirit.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in the current history of Chinese university 

education, for the students humanistic spirit education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humanistic spirit on thought and consciousness, if actively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in education, so as to improve science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actively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umanistic thought education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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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文,无论是对中国社会,还是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而言,

有关人文思想,以及人文精神的话题始终都在主宰着人类的精

神思想。人文,是推动人类精神文明快速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

并且作为一种朴素的行为习惯和思想意识。人文精神实质上是

指人类的精神思想和精神文化活动,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

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的综合体。人文思想的英文是“Humanism”,

在西方文化的意识中也被认为是人文主义、或者人本主义,甚至

也有部分国家将其翻译为“人道主义”。针对当代的中国大学生

教育,充分的实施科学有效的人文精神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从整

体的社会背景上来看,中国社会正面临巨大的转型,多元价值观

冲击下的社会提出了构建人文精神的诉求。当前的中国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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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工商文明、信息文明与生态文明于一体,受全球化的影响,

新兴的知识经济以及现代化、后现代化思潮都将中国卷入其中,

使得中国社会形态异常复杂,价值观也比较多元。受外来文化的

冲击,构建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旧的价值观念体系正

在瓦解,但市场经济基础上萌生的现代观念尚未形成体系并上

升到主导地位。由于处在新旧观念交锋而形成的“文化无序期”,

容易出现社会失衡、道德失范、文化理念混乱等现象,造成人文

精神危机,这一危机是旧文化体系消解、新文化因素生长的前提,

为新的价值观念的确立提供了可能性。处于多元化价值观冲击

下的中国有强烈的构建新的社会价值体系的诉求,为现代人文

精神的构建提出了必要性。而大学在社会转型期具有探索分析

各种社会价值观、引领建构新的人文精神的职责与实力。大学

本身人文精神的重构将对社会产生积极地引领作用。 

1 人文精神的发展大学生教育的重要意义 

1.1大学教育发展人文精神的必要性 

人文精神的从其本质上来说是“以人为本”,对人的创造价

值、人的思想理念和意识极为重视。与此同时,学科知识、艺术

文化、人文思想是作为人文精神的三个核心理论支柱。针对当

代大学生的教育,虽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研究是作为大学生培

育的核心工作,但是,对大学生进行良好的人文精神思想的教育

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现阶段的大学教育中却普遍

地缺乏人文精神的教育和培养。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以及大学

教育理念和教育思维的限制,导致了大学生教育的实践过程中

人文精神教育极度的匮乏和缺失。因此,要通过各方面的努力,

加强当代中国大学生人文精神思想的教育和培养[1],从而更加

有效地促进大学生精神思想的富足。 

1.2人文精神思想对大学教育具有极大地推动力量 

中国古代拥有悠久灿烂的传统历史文化,并且这些来自东

方的智慧文化一直影响着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中古传统人

文精神和文化底蕴极其厚重,对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帝王和士大

夫的精神思想、治国方针、处世态度等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对于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来说,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达到了极为

富足的发展阶段,与之而来是传统文化思想的复兴。对于当代的

大学生来说,要充分的借助大学的学习时光,加强对中国古代传

统思想文化的学习,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圣贤的人文精神和思

想内涵。同时概括来说,人文精神思想的培育是推动和促进大学

教育教学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对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有着极

为重要的影响。 

2 现阶段大学教育中人文精神发展存在的问题 

2.1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缺乏重视 

中国大学的教育中对科学知识的关注程度过于重视,并且

都是建立在西方理念和教学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大学生的日常教

育,灌输给大学生的思想是教育教学中科学知识的学习是首要

目的,但是,事实上中国大学校园普遍存在较为懒散的大学校园

氛围。由于受到现代互联网信息的影响,大学生容易受到外界事

物的干扰和诱惑,尤其是自2018年伊始,互联网自媒体平台的

“崛起”,“直播”平台的迅速发展,给大学生灌输了很多错误

的思想引导。“一夜暴富”、“拜金主义”等思想开始在大学生生

活中开始蔓延,社会上因此出现了很多有关大学生网络赌博、网

络“直播”所引发的负面新闻。大学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学模

式和教育理念依旧是沿用传统的思维,没有保持与时俱进的发

展步伐,缺乏对大学生认识精神的培养的重视,并且没有从课程

体系中深刻地体现出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培育的有效方法和

途径。 

2.2对大学人文精神的培育缺乏协同育人机制 

现阶段的中国大学教育在实践的教学中缺乏协同育人的教

育机制,每个科学科目的任课老师都是单独存在的个体,学校教

育之间相互的融合性、相互的协同性较低。每个老师只专注于

自己科目的教学,而缺乏对学生进行人文思想的引导,并且和其

他科目的老师,以及高校的辅导员的工作之间都缺乏科学有效

的协同性[2]。但是,部分高校的大学老师已经开始重视学生的人

文精神培养,作为“网红”美女教师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陈果老

师,她的课堂教学中金句频频爆出,并且每堂课学生从无缺席。

她从实践的课堂教学中充分的融入传统文化教育,以及贯通古

今中外的先进哲学思想,积极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素养。 

2.3对大学人文精神的培育缺乏传统文化的深入学习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精神文化宝库。是中国古代圣贤们留下来的精神财富,但是,

在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培育过程中却没有充分有效地对传统

文化进行运用。“李子柒”是作为新生代中国人当中,西方世界

和中国社会公认的传统文化身体力行的执行者。她的镜头下所

展示的中国田园风光、中国新时代农民的思想、中国新生代青

年的人文精神修养等,备受全世界的瞩目。在大学教育中要通过

科学的课程体系的设置,将传统文化充分的融入大学生人文精

神的培养当中。让大学生以古人的智慧和思想,结合当今社会的

实际情况,不断的丰富自身的人文精神。 

3 现阶段促进大学教育中人文精神发展的创新策略 

3.1加强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视   

现代的中国社会已经拥有了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互联网

技术,已经全面进入到了科技信息时代,并且当代大学生的精神

思想、学习方式、娱乐方式、购物方式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改

变。大学教育教学也要紧跟着时代快速发展的节奏和步伐,要根

据当代社会的现实情况,以及当代大学生的实际心理需求。逐渐

地通过课程体系的改革,教育教学理念的创新、教学模式的创新

等,加强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并且要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大学

生人文精神培养的内容和模式。从学校老师的教育层面、从社

会主流文化的引导层面、从大学家庭教育的培养层面[3]。对中

国当代的大学生进行全面的人文精神培养。 

3.2加强高校协同育人培养机制 

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和发展,不能单纯地局限于某个老

师,或者某个科学科目。要依靠学校教师、学校领导、学校辅导

员等各方面的协同力量。每个学科的老师要从自身的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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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中有效地融入人文精神培育的部分。并且要和高校的辅导

员老师加强相互的配合,争取从课堂内外双管齐下,一起来促进

大学人文精神教育的全面发展。科学有效的协同育人机制,是促

进高校大学生人们精神培育的重要创新途径。 

3.3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 

中国的高校要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的深入学习,大学生的

思想和心理已经成熟,通过传统文化当中优秀的圣贤思想和言

论的充分学习,有利于帮助中国大学生从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获得精神和思想方面的有效启发。科学基础知识的学习对于

大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放在任何国家的教育领域来

说都是促进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掌握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经

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技术力量。真正能够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

以及人类文明不断前进的动力应该是科学知识和人文精神相互

融合的巨大的力量[4]。不断地加强传统文化在大学思想当中的

深入渗透和学习,是促进大学生人文精神成长的关键。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传统的中国大学教育中,对于大学生科学知识

的学习和掌握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或者说对大学生的科学教学

的重视程度较高,但是却忽略了大学生的德育教育,对大学生精

神思想和人文内涵缺乏关注和重视。因此,导致大学教育的实践

中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的教育行动

力。事实上,大学教育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

的,一个国家大学教育教学的水平和质量,直观关乎到这个国家

的人才力量、人口素质水平等,是推动整个国家文明发展的重要

基石和核心力量。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应该是大学生在大学教

育的过程中同时需要兼备的学习内容,并且两者之间的关系要

相互渗透、彼此呼应,而不是单方面地偏向于任何一方面。就当

代的中国大学生来说,人文精神不仅仅是一个大学生的思想意

识,更是他们走向社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的关键性基础,而

且大学生要肩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社会责任,人文精神的培养

会使得大学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并付诸努

力的行动去实现理想,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精神和物质文明健

康、快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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