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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修身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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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修身为本,德育为先,严以修身是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与全面成长的内在之义,也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

必然要求。修身有利于大学生养成积极健康的心态、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形成完善的道德人格,但当前

大学生修身的形势严峻,面临着诸多问题,只有通过培养修身意识、提高审美能力、投身社会服务、培养健

康的生活方式等路径才能全方位促进大学生道德水平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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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思想意识、文化观念

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互联时代,各种思想文化相互

交织、渗透,多样化的思潮逐渐在学校蔓延。而当代

大学生处于时代的前沿,思维活跃,对新鲜事物具有

较强的接受能力,但也最容易受到影响。为使当代大

学生保持初心,奋发向上,对大学生进行修身教育显

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修身教育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教

育传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修身成德是中国文

化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其价值旨趣在于净化、纯
洁自己的心灵,博学于文,择善而从,约之以礼。大学

生是当代社会最活跃的力量,肩负着祖国的希望与未

来,因此大学生不能满足于知识的供给,更应该注重

自身道德素质的提升,自觉加强自我修身。
一、大学生修身的价值

当代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与未来,在为人民谋幸

福、为国家谋复兴的征途上,每一位新时代大学生身

上都肩负着重要使命[2]。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

意识受到的冲击也不容忽视。所以,新时代大学生就

必须从加强自身素质做起,严以修身,坚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不断提升自身思想道德素质。
(一)修身有利于大学生养成积极健康的心态

修身简单来讲就是修养自己的身心,通过对自身

的认识与反省,不断修正自己的方向,进而推动自己

朝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使得自己的身心达到一个平和

的状态。在大学期间,有些大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学
习目标指向性不强,对自己的定位与人生方向缺乏正

确的认识,于是开始滋生自由散漫的情绪,浑浑噩噩

地度过大学时光,极大地阻碍了个人的发展。通过修

身可以帮助大学生形成一种平和稳定的心态,能够引

导他们形成正确的自我认识,客观地评价自己,并以

此来引领大学生做好人生规划。与此同时,修身还可

以帮助他们合理地调节情绪,在面对变幻莫测的外界

环境时,仍然能够保持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一种平

和稳定的心态去勇敢面对并解决现实的困难。只有

当大学生情绪能够得到适度地表达与宣泄,才能够避

免由于情绪变化带来的过激行为,保持一种心情上的

愉悦,形成积极健康的心态。
(二)修身有利于大学生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修身可以帮助大学生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在修身的过程中不

仅需要成“人”,更重要的是成“仁”,要做到推己及人,
用自己爱心、善心去对待别人以及社会。当今世界充

斥着形形色色的诱惑,过分地追求个人主义,在与人

交往的过程中只顾及自身的利益,一味地将自己的意

愿强加于他人,最终导致人际关系紧张。而修身则可

以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加强

他们与同学、老师们之间的联系,使他们在大学校园

中能够收获到宝贵的同窗友谊和师生情谊,营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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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往氛围。除此以外,大学生通过文明修身,可以

学会从多种角度思考问题并且反省自己。当他们遇

到矛盾时,懂得换位思考,能理解别人的苦衷与难处,
进而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促进双方

的感情,更有利于和谐关系的形成。
(三)修身有利 于 帮 助 大 学 生 形 成 完 善 的 道 德

人格

修身可以帮助大学生修复人格上存在的一些障

碍,形成完善的道德人格。人格的完善是主体通过自

我教育、自我修养,达到道德内化于心的过程,同时也

是社会对于主体进行评价以及影响的一个过程[4]。
大学生通过修身不断地接纳自我、悦纳自我并且适应

社会环境。修身既能够帮助大学生正确地认识评价

自己,也能够提升其思想道德修养,进而修复他们人

格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新时代大学生群体中偶发极

端化案例,当他们面临考试失利、做了错事被老师责

怪或恋爱遭遇挫折时,容易选择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解

决问题。归根究底,是因为这些大学生的自我修养还

不够高,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解决问题。通过修身方法

可以帮助他们反省自身,学会正确处理事情的方式,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他们修复自身所存在的人

格障碍问题。与此同时,新时代大学生通过修身可以

提高对于社会的观察能力以及适应能力,不断提高自

己辨别是非的能力,通过内省于心,促使他们不断完

善自身,不断打磨自身的本领,锻炼坚韧不拔的意志

品质。
二、新时代大学生修身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一)修身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

修身是个人对自我思想和行为的规范和调整,是
对自我道德的要求与期待。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

代,极少数大学生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对国家大

事、民族前途漠不关心,虽表现得看似积极向上,但其

所作所为,恐怕也只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
自己谋点私利,让自己以后的路更好走一点;也有人

错信蛊惑、谣言,怀疑制度的科学性;也有人满嘴的仁

义道德、励志报国,却在大是大非面前严重缺乏爱国

意识和政治信念,显得麻木不仁,甚至做出一些极不

理智的事情,授人以柄。如今的大学校园里,也可能

存在一些不良倾向:轻诺寡信;手段各异、层出不穷的

作弊手段;请客送礼、花钱买证、弄虚作假。有的学生

虽能保持良好的道德风尚,但却对周围的不正之风,

甚至是违法犯罪行为视而不见。除此之外,在校园里

乱扔垃圾,随意损坏公物;在教室、图书馆、宿舍楼

内等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缺乏最基本的礼貌,不尊

重同学、师长,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在公共场合

谈情说爱毫不顾忌等。凡此种种,虽是偶发现象,
都体现出某些当代大学生诚信意识缺乏、公德心缺

乏的现状。
(二)社会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

新时代的大学生怀揣着远大理想,渴望能在自己

感兴趣的领域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证明自己的

价值。于是他们张扬个性,思维和做事风格都追求与

众不同[5]。年轻人有这种想法、做法可以理解,但是

由于受到西方腐朽思潮的影响,个别大学生因此过度

以自我为中心,推崇西方的自由主义与个人独立,缺
乏大局意识和集体意识,割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

系;在家庭当中忽视父母的关心,与父母缺乏沟通,一
味索取却不知感恩;在社会上,面对社会不公漠不关

心,对不涉及自己利益的社会问题选择视若无睹,这
就失去了本真,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仁者爱人”的
价值追求大相径庭[6]。新时代大学生在张扬自我的

过程中缺乏自我约束,过于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个

人利益的获得,这是社会责任意识缺乏的外在表现。
另外,由于大学生正处于“三观”形成期,极易受到外

界各种不良诱惑的影响,个别大学生因此形成了错误

的义利观,比如个人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爱慕虚荣

等。少数大学生一味地追赶潮流,不顾自身以及家里

的经济状况是否能够承受,利用上课时间去校外兼

职,更有甚者通过网络贷款以获取资金,债台高筑,甚
至在校园贷款中上当受骗,最终付出惨痛代价。当少

数大学生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不惜采取一些非常规的

手段以及渠道,幻想能够在不付出劳动的情况下轻而

易举地获得利益时,这种错误的义利观会让他们在

个人修身的过程中丢失自我,放弃对道德信仰的追

求,甚至导致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之路。这将会对

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人才队伍建设带来不利

的影响。
(三)是非辨别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当今大学教育中,教师传授给学生专业的学科

知识,希望他们能够学有所成,并且将所学的专业知

识运用到今后的工作当中。但是如果对学生的教学

只停留在专业课的知识层面,缺少对学生的道德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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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这必然导致大学生缺乏辨别外界事物的是非观念

与判断能力,进而使得大学生易于盲目从众,对哪些

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产
生内心意志与实践行为背道而驰的现象。由于有的

大学生个人意志力尚薄弱,是非难辨,做事时容易意

气用事,莽撞冲动,最终导致他们对自身价值的实现

以及自我修身教育失去信心,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利的

影响。
(四)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待进一步养成

不良的生活习惯已经成为众多大学生身上普遍

存在的问题,新闻报道以及网络媒体上均曾报道过大

学生因熬夜而猝死等一系列相关事件。进入大学阶

段,许多大学生才刚刚脱离父母的怀抱,他们一直以

来都是在父母的悉心照顾之下生活、成长的,也从未

离开过家乡去异地求学。由于长时间地处于被照顾

的环境之下,没有独自生活经历,有的大学生自身难

免缺乏必要的生活自理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

生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诸多问题。在大学

生群体中,熬夜现象屡见不鲜。习近平主席曾告诫当

代青年不要经常熬夜,要学会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与

娱乐的时间,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实时地调整,
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随着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新
时代大学生购物以及饮食方式也随之产生很大的转

变,形成了一种“宅”文化,也就是足不出户,在网络上

进行购物和点餐。大学生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宅

在宿舍的生活习惯,导致自身锻炼的意识逐渐丧失,
身体素质也随之每况愈下。

三、新时代大学生有效修身的路径

基于对大学生修身现状的分析,新时代大学生需

要通过修身来内化自己的道德规范,通过自身的勤奋

努力,最终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成为德才兼备的人

才。那么,新时代大学生该如何进行自我修身,通过

哪些途径进行有效修身呢?
(一)自觉培养修身意识

“君子慎其独也”,作为新时代大学生,应当秉持

“慎独自律”的修身意识,经常反省自己,对于自身存

在的不良行为要及时纠正,懂得克制自己内心的欲

望,自觉地遵守伦理道德规范,即使在自己独处时也

不可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必须时刻对自我的思想道德

意识进行自省自律。当面对外界不良的诱惑时,要学

会分辨,运用理性思维,克制冲动的行为,以免遭到错

误思想的毒害。与此同时,要自觉地把优秀传统的思

想道德品质内化为自身的坚定理想信念。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

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298-302 一个道德高尚的

人,必定心中怀着崇高的理想信念,并为之奋斗终生。
(二)提高辨别是非能力

大学生辨别是非能力是可以通过后期培养出来

的。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假象往往会覆盖住真正的

美的事物,而我们则要有一双辨别是非的眼睛,在杂

乱世界中分辨出真正的美好事物。新时代大学生通

过增强自身的是非辨别能力,提升道德品质修养,有
助于他们提高对于美好的感悟力以及鉴赏力,陶冶自

身的情操。大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培养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着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当遇到问题时,不要完全寄希望于别人的帮助,无论

对错要先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大学生要善于运用联

想的发散以及发散后的归纳方法,这样也就锻炼了独

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要多总

结经验,多分析自己的长处和成功的经历,以成功促

成功,以成功体验的积累增强自信心。当大学生对自

己有了足够的自信心,那么做什么也就显得有主见,
明辨是非的能力自然而然“水涨船高”。

(三)积极投身社会服务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个人的发展与社会

的进步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作为新时代大学生,在享

受权利的同时也要积极地履行义务,主动地承担起必

要的社会责任,以一颗诚挚的心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通过志愿服务活动来进一步提升自身思想道德修养。
志愿服务活动符合时代发展需求,是弘扬社会道德、
互助精神的重要载体。积极参加社会服务可以增强

新时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在志愿服务活

动的过程中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对照,对社会形成更

加深刻的理解,还可以根据在社会服务中遇到的问题

进行自我反省并加以调整。在大学生们无私奉献的

同时,他们能够获得来自社会上许许多多的道德称赞

与感谢,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让他们在无偿付出的同

时感受到道德的无形价值魅力,从而激励着他们积极

主动地去寻找机会实现自身价值[7]。
(四)培养健康生活方式

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新时代大学生来说至

关重要。自我修身的首要前提是身体修养,拥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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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壮的身体是拥有健康精神的前提,只有拥有健康的

身体,才能够进行其他一系列的道德实践活动。再

者,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提升自身的身体素质成为

新时代大学生进行自我修身的关键[8]。要合理有效

地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统筹学习与娱乐的时间,养
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加强自身锻炼,提升自己的身体

素质,积极投身到体育活动中,在强身健体的同时能

够获得精神上的快乐。

四、结语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的要求,
大学生修身是社会主义道德培养的重要一环[9]。本

文从研究大学生修身教育的意义出发,分析大学生修

身的现状,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通过培养修身意

识、提高审美能力、投身社会服务、培养健康的生活方

式等路径来提高大学生的修身水平,期望能够给予大

学生的修身带来一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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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sitiveandhealthyattitude,buildharmonious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s,andformaperfectmoral
personality.However,thecurrentsituationofcollegestudents’self-cultivationissevereandtheyarefaced
with manyproblems.Onlybycultivatingself-cultivationconsciousness,improvingaestheticability,

devotingtosocialserviceandcultivatinghealthylifestylecanthemorallevelofcollegestudentsbeimproved
inanall-round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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