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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mprehensive populariza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educa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behavioral habits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personal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ood behavioral habits hav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shaping personal character, promoting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increasi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sexual behavior habits, the current challenges faced by college 
students in developing behavior habits, and proposes a research mechanism for developing strategies for college students’ behavior 
habits.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moting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helps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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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素质教育、养成教育的全面普及，大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性研究对个人成长及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良好的行为习
惯对塑造个人品德、促进身心健康、增近人际交往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开展养成性行为习惯的必要性、目
前大学生行为习惯养成面临的困境、提出大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性策略研究机制三方面探究，为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促进
其全面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引，助力培育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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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重要性

大学是个人成长和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良好的行

为习惯不仅是个人成功的基石，也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

标志，更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关键环节。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教育质量的提升和

学生的全面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要求高校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还

要注重学生的品德修养、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全

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把立

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可见，大学生的

素质养成教育已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承载着塑造

品德修养、规范自我行为、树立良好典范等众多方面。

高素质的大学生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通过素质

养成教育，学校不仅为社会培养了大量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

的人才，更为社会输送了大批具有高尚品德、强烈责任感和

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深入

探究大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策略，是高校教育和社会各界

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对培育新时期高素质人才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2 目前大学生行为习惯养成面临的困境

随着时代的日益发展，人工智能、数字化时代的迭代

更新冲击着学生的思潮，家庭主体教育缺失、个人行为选择

失范、校园文化环境滞后等都对大学生行为习惯养成工作带

来挑战，不仅影响学生的个人健康发展，也对高校的教育质

量和校园文化产生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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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字时代迭代更新
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中，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给人们的

学习和生活带来便利和机遇，也提出了挑战。目前，网络环

境鱼龙混杂，一些消极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以及网络传播

等，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冲击和影响 [1]。网络直播、社交媒

体等现代媒介日益渗透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是学生必不

可少的交流、放松软件，不少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受到这些大众媒介推行的快餐文化的影响甚至由其引导、

塑造、侵蚀 [2]。例如，网络直播一夜暴富、低俗文化传播、

部分大众媒介为了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点击率，炒作奢侈生

活、豪宅豪车，宣扬“金钱万能”“宁可坐在宝马车上哭，

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主义和“今朝有酒今朝醉”

的享乐主义、“躺平”“摆烂”等消极文化氛围等，使得学

生难以在网络上辨别真伪，甚至想要模仿网红行为幻想一夜

暴富的美梦；同时，部分消费主义思潮也使部分大学生陷入

盲目攀比消费的陷阱，崇尚通过较好的物质生活满足自我精

神需求，忽视了自我家庭、集体主义、现实需要层面，导致

学生出现急功近利、盲目跟风的行列。同时，随着数字化产

品的日益革新、网络虚拟世界的千变万化，“低头族”“熬

夜族”越来越多，据调查，学生超过一半的时间都用于网络，

严重侵害了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学习效率。

2.2 家庭教育主体缺失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独生子女较为普遍，

大多数家长对孩子过分溺爱，保护欲极强，含在嘴里怕化了，

捧在手里怕掉了，逐步演变为网络流行的“脆皮大学生”说

法，导致学生自主意识薄弱、自我行为能力缺失、抗压受挫

自愈能力较差、社会责任感不强等 [3]。加上当今社会离婚率

不断增高，部分学生成为单亲家庭，成长过程缺乏父母全面

的爱与教育，在性格的养成、心理的培育、行为的示范等方

面有一定的影响，导致学生比较敏感，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和

适应性困难。此外，部分家庭思想教育观念落后，“唯分数

论”“棍棒下面出孝子”“重男轻女”等思想观念依然存在，

过分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忽视了孩子的思想教育和素质

养成教育，这种单一的教育模式导致学生缺乏全面发展的能

力，难以适应大学生活。

2.3 学生自主意识薄弱
    在大学生行为习惯养成过程中，学生自主意识薄弱

是制约其行为规范与能力提升的核心问题之一。这种“自主

性缺失”不仅体现在外部行为的被动性上，更反映在内在动

机、价值判断与长期规划能力的匮乏中。如大学生多数 00

后，思想单纯，易盲目跟风，多数学生缺乏清晰的个人成长

发展规划，行为选择往往受外部环境和功利化倾向的干扰和

驱动，缺乏对自我价值与人生意义的主动探索，逐步形成“空

心化”成长状态。同时，随着数字化工具的快速发展，学生

过度依赖智能工具，缺少时间管理意识，常因短视频、游戏

等即时快感诱惑而中断自我既定任务，形成“计划 - 拖延 -

愧疚 - 再计划”的恶性循环；而在网络信息爆炸背景下，信

息甄别难度大，虚假宣传等层出不穷，学生更倾向于“被动

接受”而非“主动筛选”，惰性思维方式进一步削弱了学生

自主决策能力，甚至催生“选择困难症”，不断导致学生主

体性的消解，演变成“他律依附者”。

2.4 校园文化环境滞后
风清气正、恬静优雅的校园文化环境对学生的成长成

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促进

学生积极参与各类活动，构建学生“走出去、动起来、深下去”

的教育闭环，在校园中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但目前高校在

校园文化环境方面还存在一些诟病，如教育教学模式单一，

教学依赖传统的课堂讲授，缺乏系统针对学生行为习惯的系

统性培养，学生参与度不高，创新性不强；学校教育目标设

置不合理，在人才培养目标中重视专业课程建设实施而忽视

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没有将学生素质教育养成纳入正式课

程体系，而是作为课外活动进行开展，缺乏持续性和系统性，

难以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同时，学校学生人数众多，

教师数量有限且科研、教学任务繁重，难以全面了解学生的

个体差异和个性需求，无法使学生得到个性的成长。

3 大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性策略研究机制

大学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蓄水池，大学生良好行为习

惯的养成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石，要不断构建系统化、科学

化的策略机制，促进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本文主要通

过强化学生自我养成教育、创设优良校园文化环境、构建家

校社联动机制等方面，形成教育教学闭环管理体系，为学生

的健康全面发展提供有力平台。

3.1 强化学生自我养成教育。
大学是一个开放、包容、自我教育的环境，学生要不

断提高自我教育、自我养成意识，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动性。

学校要结合本校的实际，制定学生行为习惯养成计划，明确

自我规划、自我监控、自我评估的能力指标，不断创新教育

教学模式，根据不同年级的特点构建阶段化推进策略，打造

适合学生发展的特色品牌活动。如将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教

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体系中，设定学分，依托第二课堂成绩

单、素质拓展活动、社会实践等，强化学生自我养成教育意

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和提升自己

的行为习惯。充分发挥辅导员、班导师和任课教师的思想政

治引领作用，建立反馈评估体系，从多个维度对学生的行为

习惯进行评估，如学业成绩、课堂表现、社会实践、心理健

康等，对学生进行差异化分析，进而实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

态和行为表现，有针对性的解决学生实际问题 [5]。自我养成

教育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将学生置于成长的主导地位，使学

生从“被塑造的客体”转变为“自我教育的创造者”，为终

身学习与社会适应奠定坚实的基石。

3.2 创设优良校园文化环境。
优良校园文化环境的创设有助于提升高校的育人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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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学生个体人格塑造、社会价值观传递以及教育生态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高校要立足学校根本，通

过加强校园制度管理、深耕特色校园文化、发挥榜样辐射力

量等方式多维度协同推进，构建既传承历史底蕴，又回应时

代需求的校园文化环境。

3.2.1 加强校园制度管理
强化校园制度建设是构建优良校园秩序与青春活力校

园生态的基石，通过科学化、人性化、制度化的管理模式，

引导学生从“被动服从”转向“主动内化”，实现学生自我

教育的平衡发展。通过分层分级分类设置规则体系，让同学

们明晰红线和底线原则，设置奖励机制，鼓励学生的创新发

展和冒险精神。此外，要强化学生参与共治机制，以学生为

中心，多倾听学生的诉求，让学生感受到公平、公正、公开，

提升学生的爱校荣校兴校情怀。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强化课

程体系建设，将思政课程建设与课程思政建设相融合，营造

优良的课堂教学氛围，引导学生“爱学习、想学习、好学习”，

激发学生的热情和积极性，让学生从“他律的承受者”转变

为“自律的缔造者”。

3.2.2 深耕特色校园文化
特色校园文化是突破同质化竞争、实现差异化育人的

重要一环，是高校根据学校特色、办学理念、专业优势等形

成的独特育人生态。特色校园文化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参与热

情、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等，

高校要积极探索、挖掘、深耕校园文化，为学生提供一个健

康向上的校园环境 [4]。例如，举办文化节、科技节、体育节

等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依托社团、团学组织、双创学院等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构建

校内校外一体化机制，实现课程教学与课外实践得联动，丰

富创新校园文化。

3.2.3 发挥榜样辐射力量
榜样具有示范性、先进性、典型性等特征，为学生树

立榜样引领作用，进而激发学生的看齐意识、认同驱动、情

感共鸣，形成“以点带面”的辐射效应。在校园内要树立一

批优秀学生典型，通过表彰大会、事迹宣讲会等形式，利用

广播台、新媒体、网络橱窗等融媒体介质宣传他们的先进典

型事迹，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广大学生向榜样学

习，争做新时代的好青年。不断发挥榜样余热作用，通过形

象塑造、优化传播和正向培育，让榜样典型价值如同“蒲公

英种子”，在校园内自然播散，不断形成良好的校园局面，

促进学生的正向发展与激励。

3.3 构建家校社联动机制
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工程，

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形成“三位一体”的协同网络，助力

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培育。作为学校，要不断完善顶层设计，

做好制度保障，制定学生养成计划图谱，将习惯养成转化

为可观测、可记录行为，实现教育的闭环。如高校利用“第

二成绩单”制度，依托“到梦空间”平台将学生系列参与活

动进行记录，促进养成教育的实施。同时，要不断加强学校

与家庭之间的沟通和联动，定期召开家长会、建立家长微信

交流群等，及时向家长通报学生在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得

到了家长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合力探讨学生行为习惯养成的

问题和对策，为学生健康发展提供基础。同时，高校要积极

整合社会资源，如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等，为学生提供更

多的实践机会和社会支持 [5]。高校要不断拓展校外资源，通

过与当地社区合作、挂牌等方式，组织学生下沉社区，参与

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

识。这种立体化育人模式，既是应对“躺平”“摆烂”等社

会心态的治本之策，更是培养新时代大国公民的必由之路。

4 结语

大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

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发力。个人行为习惯的养成对个人生

活、未来就业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正确定位高校人才培

养目标，建立科学完善的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大学生行为习

惯养成是各个高校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各高校应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任务，探索“创新 +”模式的教育教学方式，助力

培育高素质人才奠定基础，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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