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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哲学思想家历来推崇“知行统一”。当前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着“知行不一”的现象,主要体现

在做人、做学问方面。而要解决人才培养上“知行不一”的问题,须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开展师德师风建设、加强课外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等方面着手,以学生为主体,以教

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知行统一”融入教育教学工作、人才培养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

全领域,使学生真正成为有高度社会责任感、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做人做事上“知行统一”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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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理论与

实践命题,需要统筹各级各类教育,更新教育理念,
改革人才培养体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是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是培养

创新型人才的关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了人才培养模式的

核心与精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要注重“学思结合”
“知行统一”“因材施教”。

我国哲学思想家历来推崇“知行统一”。荀子认

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1];明朝学者

王守仁则提出“知行合一”说[2]。毛泽东继承并发展

了这一思想,认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

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

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辨证

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辨证唯物论的知行统

一观”[3]。
所谓“知行统一”,就是要把理论知识的学习和

实践结合起来,在理论知识的指导下进行实践,以实

践验证理论知识的正确性,并最终促进理论知识的

发展,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指导实践的作用。从“知行

统一”入手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有助于培养理论

水平和实践能力兼具的创新型人才。

  一、当前人才培养“知行不一”的表
现及其原因分析

  当前,人才培养中存在的“知行不一”的现象主

要体现在做人、做学问上。

1.在做人方面突出体现为社会责任感的错位与

断裂

(1)个人责任与公共责任错位。社会转型时期

尤其是受市场经济主导的经济文化影响,当代青年

学生呈现出独立、进取、开放、多元的人格取向,但拒

斥主流、藐视传统、躲避责任、不重规则的现象在青

年学生中一定程度地存在。在责任感的具体呈现

上,困惑与迷茫、重个性轻社会责任的责任取向已露

端倪。主要表现为:生命责任意识淡薄,既不尊重他

人的生命,也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漠视生命存在的意

义;职业责任认识模糊,从业毕业生的频繁跳槽、大
规模的短期跳槽,存在着严重的违约行为;集体责任

观念淡化和社会理想模糊,以自我为中心,对集体活

动漠不关心,对周边事物漫不经心,单纯从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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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选择自己的行为,忽视社会的共同利益,强调个

人索取,忽视对社会的贡献[4]。
(2)责任认知与责任行为断裂。在当代青年学

生身上,责任认知与责任行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

对称性、矛盾性和不一致性,甚至形成二元对峙。在

责任认知上,他们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可以

畅谈自己肩负的时代责任、较好地认知责任感的重

要性,但在日常行为中却又表现出个人主义、追求绝

对自由,强调实用主义;在责任认知上认同互助友

爱、集体利益的责任观念,对不负责任的现象深恶痛

绝、愤恨不已,但在具体行为选择上,却又奉行“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哲学。一些青年学生在个人

感情问题上的功利性、随意性强等现象,都是缺乏道

义责任的具体行为体现。

2.在做学问方面主要体现为发展不协调

(1)重课程分数,轻能力培养。课程分数在学习

效果评价体系中权重过大,导致很多大学生平时读

书只注重课堂所学的部分内容,不潜下心来踏实研

究、深入思考,为了取得高分甚至弄虚作假、考试作

弊、剽窃论文。因为过分追求课程分数而忽略了能

力培养。
(2)重理论知识,轻实验环节。许多大学生对实

验课不够重视,认为它可有可无,态度比较消极。这

导致多数学生动手做实验的能力较差,包括一些“成
绩好”的学生,他们往往眼高手低,只能在纸上或者

在试卷上做实验,一旦进入实验室自己动手做实验

时,动手能力的不足就显现了。即使在做实验的过

程中,也不熟悉或熟练,更谈不上通过实验发现新问

题,从而丰富和完善所学的理论知识。
(3)重学校学习,轻社会实践。多数大学生认为

大学就是学理论知识,做研究,没有认识到社会实

践、实习的重要性。一般都是被动地由学校安排实

习,主动寻找实习机会的人不多。在毕业(就业)实
习过程中,大部分学生认为实习就是完成一篇简单

的实习报告,往往自恃过高又吃不了苦,许多细小的

操作性工作不愿去完成。有的学生根本没有去实

习,认为学校不会到每个实习单位去核实,从而使毕

业(就业)实习徒有其名。
(4)重智力发展,轻作风养成。社会、学校和家

庭把学生很好的应试成绩和成功划等号,导致了教

育各方忽略了对学生作风的培养和养成。如果我们

培养的学生性格上自私、自负,又缺乏吃苦耐劳和团

队精神,眼高手低,这样的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无

论是敬业精神、职业素质,还是沟通能力、协作能力

都无法得到用人单位认可。而事实上,相对于知识

而言,这些职业素养是企业更需要的。

3.“知行不一”的原因分析

(1)“重道轻器”的消极作用。“重道轻器”的传

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前的教育。《墨子》一书实

用性强,但不合汉代重视理论的偏好,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都被束之高阁。科举选士、儒者为官等有关制

度的实施又从国家政治的层面助长了这一文化现象

的蔓延。在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

子饱读诗书,鲜有实践,重知识轻技能传统的消极影

响依然存在于当代社会。
(2)实践训练不断被弱化。高校扩招后,实验室

软硬件和实验教师队伍建设相对落后,直接影响了

学生实验课程,实习经费和教师素质等方面的条件

却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流于形式,
学生的实践能力也无法取得实质性进步。

(3)基地建设困难重重。目前高校学生的实习

仍面临极大的困境。以往学生的实习都主要在大中

型国有企业中进行,不仅实习规模大、条件好,而且

学生实习的时间、深入程度都有保证。而如今这样

的大型企业数量减少,私营企业虽日益增多,但它们

的规模和经营方式都无法承载现有的实习生规模。
这使得学生的实习难以深入实际,实习时间得不到

充分利用,知识无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巩固。
(4)应试教育的不良影响。在一考定终身的现

实中,高考被认为是整个基础教育的指挥棒。虽然

我国在推行素质教育改革,但考试分数仍然是学生

的命根。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和体制的影响下,高中

学生的实践已经被人忽视甚至是淡忘。学生进入大

学后,高中时代留下的这种轻视实践的问题仍然存

在,学生不仅不具备实践的能力,甚至都没有实践的

意识。

  二、解决人才培养上“知行不一”问
题的对策与建议

  1.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学生在做人方面

真正做到“知行统一”
(1)大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学生理想教育

对于高校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形成,促进大学生个

人的成长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下发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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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明确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的要求。各类高校有必要认真剖析自身在大学生理

想与责任意识教育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以理想教育

为中心,多措并举促进大学生责任意识的形成[5]。
(2)全方位建立社会责任意识教育氛围与机制。

学校在培养大学生责任感上,必须优先重视营造负

责的氛围,建立从学习到生活、从教育到教学、从管

理到服务的全方位的责任意识教育机制。通过机制

约束使校园里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不可逃避的

“责任追究”而受到有效的遏制。惟有处于严格的责

任机制中的人,才能时时感受到责任的情感态度

体验。
(3)深入推进社会实践活动。人的社会责任感

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培养出

来的,并在复杂的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

得以体现。实践证明,当代青年学生从校园到校园,
缺乏对真实社会生活和国情民情的了解,往往是导

致社会责任感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社会实践则

为大学生接触社会、认识社会提供了最佳途径。教

育部应出台实践育人的指导性文件,重点明确指导

思想、经费保障、资源整合及有关政策。
(4)切实做好学生情感教育。人的心理状态主

要受制于外部客观事物的刺激与自身情感的调控。
在学习过程中,情感因素常常处于前沿地位,牵引着

学习行为,影响着知识的积累与能力的发展。学生

心理与意识调控正效应的产生,很重要的方面来自

于教师的情感教育,教师应善于应用需要原则、期望

理论、价值目标与激励手段,通过情感教育,帮助学

生塑造优良的人格,引导学生发现与完善自己。加

强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心理咨询与辅导,培养学生良

好的心理素质[6-7]。

2.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使学生在做学问方面真

正做到“知行统一”
(1)做好实践教学顶层设计,明确实践教学改革

原则。遵循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原则,培养

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

拔尖人才;遵循学习、实践、研究相互促进的原则,注
重宽基础、强实践、重创新,适当精炼理论教学内容,
适当增加实践教学课程和学时,促进理论教学、实践

教学与科学研究三元结合;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在
每个专业开设不同的专业方向,实施分类培养。

(2)优化实践教学体系,创新实践教学模式。第

一,构建结构优化的实践教学体系。增加单独设置

的实验课程数量;更新实验教学的内容,注重设置研

究型实验;整合课内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提升

认识实习和生产实习的效果;加强课程设计内容改

革,强化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改善毕业设计(论文)
方式,鼓励学生结合科研训练和教师科研项目开展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第二,面向社会需求建设实

践课程。通过“卓越计划”等着力培养工程型拔尖人

才。让学生有一年以上时间在企业完成实习,采用

“双导师”指导完成毕业设计。可以尝试从二年级开

始,交替螺旋式地半年在校学习,半年到企业实践。
第三,实施问题导向的研究性教学。建立数字化交

流平台,形成教学相长的自主、互动式学习氛围,探
索问题导向的研究性教学模式。通过在教学中设立

实践问题,引导学生灵活运用专业知识,并从实际问

题的解决中学会创新,培养探索未知领域的兴趣,增
强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第四,开展项目导向的毕

业设计。依托学科平台、实验示范中心、专业创新实

验室及各类学科实验室,从入学开始就引导学生参

与专题研究、科研实践和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促使学生更早、更多地接受科学研究基本训练,不断

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
(3)构建实践教学平台,提高实践教学成效。加

强校内实训基地、校外重点实习基地、就业型实习基

地建设,形成以校内实训基地为基础,校外重点实习

基地为核心,就业型实习基地为补充的本科学生实

习、实训体系;加强专业实验室建设,将专业教学实

验室改造为开放式的新型实验室,建成教学科研共

享的实验平台;建设一支数量合理、爱岗敬业、技术

精湛的实验教学队伍,大力推进聘请具有丰富实践

经验的企业人员兼职或者专职担任实践教学教师,
鼓励高层次人才和青年教师进入实验教学与技术

队伍。

3.开展师德师风建设,使教师在做人做学问上

真正成为学生“知行统一”的模范

(1)教师身体力行。教育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
尤其在学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阶段,教师身

心示范作用的影响是最有效果的。学校要大力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使教师在做人做学问上真正成为学

生“知行统一”的模范。
(2)实行真实意义上的导师制。应该在大学的

所有年级实行导师制,对学生进行学业和生活乃至

精神和心理上的教导和引导。为学生配备足够的、
固定的导师。导师要定期对学生进行谈话辅导,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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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解并协助解决学生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导师要

对学生人生观进行引导,与学生分享自己宝贵的求

学经历和社会经验,引导学生自觉抵制社会上不良

风气的影响,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对学生专业学习进

行指导,对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课
程内容等方面进行介绍和指导,引导学生根据所学

专业结合自身的兴趣制定学习计划,明确学习目标,
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对学生职业

规划进行引导;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对就业前景

进行分析和展望,给出发展建议。

4.加强课外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大力营造“知
行统一”的良好氛围

(1)坚持文化育人,强化熏陶感染和精神塑造。
追求独具魅力、特色的校园文化,从精神、制度、物
质、载体、氛围5个方面着手培育学生,是每一所高

校的职责和价值所在。围绕学校的办学理念、使命

与愿景,以及校训、校徽、校歌,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形成独有的校风、教风和学风。根据学校的

文化传统和学科专业特点,做好校园环境规划和建

设,做好有形建筑、无形影响。广泛开展各类校园文

化活动,用优秀的报告、生动的讲座、精彩的演出、高
雅的作品、先进的事迹来感染和激励学生,努力打造

体现文化与传统的校园文化活动品牌[8]。
(2)坚持活动育人,突出参与体验和实践锻炼。

课外活动在促进学生知行统一中,具有明显的转化、
促进和提升功能。按照课内外相衔接、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师生参与互动的原则,广泛开展主题突出、
富有实效的学术科技、创新创业、文艺艺术、体育锻

炼等活动,不断完善总结评价和反馈调节机制。建

立课外活动专家库,强化指导、加大投入,不断增强

活动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努力扩大参与面和覆盖面。
(3)坚持自主育人,注重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

学生主动、自觉而广泛的参与是促进知行统一的重

要基础和内在动力。要建立和完善以学生兴趣爱好

为基础,由学术、科技、文艺、体育等组成的丰富多彩

的活动内容体系,由学生会、社团、班级、团队等组成

的活动平台体系。健全和完善有助于学生自我管

理、自主发展的有关制度和机制[9]。

5.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为促进学生“知行统

一”打造平台

(1)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构建“知行统一”实践平

台。社会是一个大课堂,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坚持

开放办学,走向社会,要通过平台建设吸引学生参加

社会调查、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完

善、丰富自己,将所学的知识通过实践和感悟融入到

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中。要立足行业、周边

地区的社会资源,构建大平台,开展大活动。积极鼓

励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和公益事业。
(2)完善教研学产结合、激励企业参与人才培养

的机制。要不断创新校企合作思路,各学院和专业

要积极与跨国公司、大型企业联系,积极争取项目落

户到校,联合建立实训基地,为学生营造掌握行业最

新设备、最新技术和了解企业文化的工程环境,也为

企业提供展示其技术和产品的窗口,形成“互利共

赢”的合作机制。国家层面也要出台鼓励企业参与

人才培养的法规、政策。

  三、结 语

“知行统一”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内容。
落实“知行统一”,就是要真正做到教育教学与生产

劳动、社会实践相统一,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统

一,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统一,校内活动与校外活

动相统一。落实“知行统一”,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

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知
行统一”融入教育教学工作、人才培养工作的全过

程、全方位、全领域,使学生真正成为有高度社会责

任感、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做人做事上“知行

统一”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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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ilosophersofChinaarealwayshighlypraising“unityofknowing-doing”.Nowadays,
“lackofunityofknowing-doing”intheprocessofcultivatingtalentsismainlyreflectedinhowtobea
manandhowtolearn.Workingouttheproblemof“lackofunityofknowing-doing”incultivatingtal-
entsshouldstartwithdevelopingstudents’senseofsocialresponsibility,deepeningteachingreform,

constructingteachers’virtue,strenghteningtheconstructionofextracurricularactivitiesandcampuscul-
tureandmakingfulluseofsocialandeducationalresources,whichemphasizestheguidingfunctionsof
teachersandthesubjectpositionofstudents.Students’initiativeshouldbefullydisplayedand“unityof
knowing-doing”ofstudentsshouldbeintegratedintothewholeprocessandfieldofteachingandtalent
cultivationsothatstudentswilltrulybecomeinnovativetalentswhohavehighly-developedsocialcon-
science,innovativespirits,practicalcapabilityand“unityofknowing-doinginworkandlife.

Keywords innovativetalents;cultivatingmodel;unityofknowing-doing;senseofsocialrespo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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