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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南宁学院德育生态化工作路径，研究以思想引导、行为倡导、能力指导、个性辅导为抓手的“四

导”德育工作体系，在南宁学院的执行效果及评价，为民办高校德育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模式

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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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ecological work path of moral education in Nanning University to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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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guidance” moral education work system that focuses on ideological guidance, behavioral 
advocacy, ability guidance, and personality counseling.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and evaluation 
of the system in Nanning University provide a model and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work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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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德育系统生态化是一种崭新的、与时俱进的德育模式，融合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生态哲学相

关理论，德育生态化为高校德育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1]。侯玲[2]认为，建立生态化的现代德育是当下德

育发展的新思维，要达成德育的实效性，必须整合德育中各个因子，促成各要素的和谐以及功能发挥的

整体性，形成德育在时空跨度上的统一性[3]。在体系构建方面，陈玉书[4]等认为高校德育生态化体系应

该由“目标体系、内容体系、组织体系、途径体系、方法体系、评价体系”等要素构成；龙献忠[5]认为，

推进高校德育生态化发展，要做到理念人本化、过程协同化、方法艺术化、评价立体化、场域生活化等；

赵明炬等[6]以“五心四化”党建引领模式培育德育生态系统的实践探索，即以红心、初心、同心、信心、

决心为工作的引领和行动指南，遵循“全程化，全员化，专业化，网络化”的“四化”工作方法。以上

代表性的研究，对高校德育生态化的宏观系统构建和路径方法做了探索。 
结合国内关于推进民办高校德育工作的工作模式，缪亚东[7]认为，民办高校德育工作是一个非常重

要却相对薄弱的环节，制定“德育学分”制度，建立大学生德育学分制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学生良好

品行的内化；张立志[8]等认为，民办高校可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民办高校德育工作；熊定永等[9]
以“三品两化五环节”为特征进行全时段、全方位、全员育人，感恩、责任、仪礼三种品德的系列化、

职业化落实在“教育、管理、训练、疏导、养成”五个环节。以上内容均对民办高校开展德育工作提供

良好的借鉴意义。 
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宁学院积极探索符合校情的德育生态化工作路径，形成了彰显学

校特色的“四导”工作体系，以思想引导、行为倡导、能力指导、个性辅导为抓手，形成从思想指引到

行为能力的个性化培育指南，补充精神之钙，做足行为指引，强化能力培育，服务个性发展，开辟独有

的德育生态化创新路径，推动教育教学更有温度、思想引领更有力度、立德树人更有效度。“四导”工

作方法中，思想引导是核心，行为倡导是重点，能力指导是关键，个性辅导是升华，其执行渗透“十大

育人”工作内容，实现“立德”与“树人”的融合统一，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本文以“四导”工作体系为基础，探讨执行德育工作生态化的功能作用及评

价，为持续开展德育工作提供可借鉴的模式和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对象 

选取实施“四导”德育工作体系的南宁学院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电子问卷的方式向学生群体随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45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杨艳 等 
 

 

DOI: 10.12677/ae.2024.143451 828 教育进展 
 

机发放调查问卷，以收集学生对于学校“四导”德育工作体系的应用现状。本次问卷调查共收集问卷 1721
份，剔除拒答、错答、未完成作答的问卷 79 份，剩余有效问卷 1642 份，问卷有效率为 95.4%。有效样

本在年级、性别、是否学生干部、政治面貌等人口学变量上的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valid samples on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1. 有效样本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分布情况 

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年级 

大一新生 593 36.1 

非大一新生及毕业生 928 56.5 

毕业生 121 7.4 

性别 
男 868 52.9 

女 774 47.1 

是否是学生干部 
是 561 34.2 

否 1081 65.8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35 2.1 

共青团员 1307 79.6 

民主党派 3 0.2 

群众 294 17.9 

无党派 3 0.2 

总计 1642 100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南宁学院德育“四导”工作体系的应用现状调查问卷》，问卷共包含三个部分，

分别为基本人口信息(4 题)、学生对学校德育“四导”工作体系的了解程度(1 题)、相关活动感知程度(1
题)和评价(1 题)，所有题目均采用单选题的方式进行评价，问卷编制过程中，通过多位德育教育工作者

修改和完善，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2.3. 统计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调查方法，通过问卷收集学生对学校德育“四导”工作体系的应用现状数据。采用

描述性统计、频率分析和卡方检验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探究学生对“四导”德育工作体系在学校

的应用现状研究。 

3. 研究结果 

3.1. 学生对“四导”工作体系的了解程度 

了解学生对该体系的知晓程度对于评估德育工作的有效性和学生参与度至关重要。本研究使用描述

性统计方法对 1642 名学生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关注点包括学生对“四导”工作体系的了解程度，包括

不知道、听过但不熟悉、知道曾经听过和非常清楚四个层次。结果如图 1 所示，表示不知道的学生共 169
人，占总数的 10.3%；听过，但不熟悉的学生共 423 人，占 25.8%；知道，曾经听过的学生最多，共 526
人，占 32.0%；知道，非常清楚的学生：共 524 人，占 31.9%，这一比例接近于“知道，曾经听过”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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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说明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体系有深入的了解。整体而言，绝大多数学生对该体系有一定的认识和

了解(累积百分比 90%)，但仍有小部分学生对其了解不足(累积百分比 10%)。这说明学校在德育“四导”

体系的宣传和教育方面还有改进空间，特别是需要增强对学生的深入教育和宣传，以提升学生对德育工

作的整体认知和参与度。 
 

 
Figure 1.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Four Guidance” work system 
图 1. 学生对“四导”工作体系的了解程度 

3.2. 学生对“四导”德育活动的感知程度 

了解学生对“四导”德育活动的感知程度对于评估德育活动的影响力和学生参与的有效性同样重

要。本研究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四种不同德育活动类型(思想引导、行为倡导、能力指导和个性辅导)
的感知程度进行了分析。调查结果关注于学生是否有深刻感触，感受是否不深，或是否根本没有感受到

活动的影响。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degree to which students perceive the “Four Guiding” moral education activities 
表 2. 学生对“四导”德育活动的感知程度 

活动类型 
感知程度(%) 

是，有深刻感触 是，但感受不深 否 

思想引导 74.42 24.36 1.22 

行为倡导 77.71 21.50 0.79 

能力指导 76.49 22.29 1.22 

个性辅导 64.8 29.29 5.91 

 
对于思想引导活动，有深刻感触的学生占 74.42%，这一高比例表明思想引导活动在学生中产生了显

著的正面影响；感受不深的学生占 24.36%，表明虽有一定影响，但未能深入影响这部分学生；没有感触

的学生仅占 1.22%，显示绝大多数学生都能从思想引导活动中获得一定程度的影响。 
对于行为倡导活动，有深刻感触的学生占 77.71%，为四项活动中比例最高项，表明行为倡导对学生

影响尤为显著；感受不深的学生占 21.5%，相对较少，说明大部分学生都能从行为倡导活动中获得显著

不知道, 

169, 10%

听过，

但不熟悉

423

26%

知道，曾经听过

526

32%

知道，

非常清楚

52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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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未感受到影响的学生占 0.79%，比例极低，表明这类活动覆盖面广泛且效果好。 
对于能力指导活动，有深刻感触的学生占 76.49%，表明绝大多数学生通过能力指导获得了正面影响；

感受不深的学生占 22.29%，这部分学生虽有所感受，但影响不够深入；没有感受的学生占 1.22%，说明

几乎所有学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能力指导的影响。 
对于个性辅导活动，有深刻感触的学生占 64.8%，虽低于其他类别，但仍显示大多数学生能从个性

辅导中获益；感受不深的学生占 29.29%，比例相对较高，表明个性辅导在某些学生中的影响力需要加强；

未感受到影响的学生占 5.91%，是四个类别中最高的，指出个性辅导的效果和覆盖面仍有提升空间。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生对德育活动有深刻的感触，特别是在行为倡导和能力指导方面。然而，个性

辅导的影响相对较弱，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一结果表明，学校在推进德育活动时，应针对不同类型的活

动调整策略和方法，以提高活动的有效性和学生的参与度。 

3.3. 学生对“四导”工作体系的评价 

了解学生对德育体系特色和创新点的看法对于评估该体系的有效性和改进方向至关重要。本研究使

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 1642 名学生关于德育体系的看法进行了分析，关注点包括学生对体系是否具有特

色、创新点、可执行性以及改进的需求等方面的认识。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Student evaluation of the “Four Guidance” work system 
表 3. 学生对“四导”工作体系的评价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有特色有创新点，是个能发挥作用的完善体系 1154 70.3 

有创新点，可执行，但有待进一步完善 407 24.8 

特色不明显，功能不强，但改进后可形成体系 64 3.9 

没有特色，没什么用 11 0.7 

其他 6 0.4 

总计 1642 100 
 

表示该体系有特色有创新点，是个能发挥作用的完善体系的学生共 1154 人，占总数的 70.3%。这一

高比例表明大多数学生认为德育体系具有明显的特色和创新点，能有效发挥作用。这反映了德育体系在

学生中的积极影响和接受度。认为该体系有创新点，可执行，但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学生共 407 人，占 24.8%。

这表明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德育体系虽然具备创新性和可执行性，但仍需进一步完善。这指出德育

体系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缺陷或改进空间。认为该体系特色不明显，功能不强，但改进后可形成体系的

学生共 64 人，占 3.9%。这一比例较小，说明只有少数学生认为德育体系缺乏明显特色或功能弱，但仍

认为有改进的潜力。认为该体系没有特色，没什么用的学生仅 11 人，占 0.7%。这一极小的比例表明几

乎所有学生都认为德育体系至少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效用。另有其他看法的学生 6 人，占 0.4%。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生(70.3%)认为德育体系具有特色和创新点，且能有效发挥作用，但也有一部分

学生(24.8%)认为体系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这一结果表明，学校的德育体系在学生中总体上获得了正

面的评价，但仍需关注和改进那些被认为需要提升的方面，以进一步优化和提高德育工作的整体效果。 

3.4. 学生对“四导”工作体系的了解程度与学校德育工作评价之间的关系 

为探究学生对学校“四导”工作体系了解程度与其对德育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本探究采用皮尔

逊卡方检验，分析了学生对德育工作的满意情况与他们对“四导”体系了解程度之间的相关性。调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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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关注于四种不同的了解程度(不知道、听过但不熟悉、知道曾经听过、知道非常清楚)与对德育工作满意

情况的四种分类(已初步形成“四导”工作体系，具备施行“四导”的基础；形成了一定的德育工作方式，

但未形成具体理论和可操作的工作体系；未探索出德育工作路径，未看到成效；其他)。结果表 4 所示。 
 

Table 4. A contingency table (4 × 4) show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Four Guidance” work system and their evalua-
tion of school moral education work 
表 4. 学生对“四导”工作体系的了解程度与学校德育工作评价的列联表(4 × 4) 

 

德育工作满意情况(%) 

总计 已初步形成“四导”

工作体系，具备施行

“四导”的基础 

形成了一定的 
德育工作方式， 
但未形成具体理论 
和可操作的工作体系 

未探索出德育

工作路径， 
未看到成效 

其他 

学校德育

“四导”

工作体系

了解程度 

不知道 58 (0.34) 74 (0.44) 27 (0.16) 10 (0.06) 169 

听过，但不熟悉 227 (0.54) 176 (0.42) 18 (0.04) 2 (0.01) 423 

知道，曾经听过 345 (0.66) 174 (0.33) 5 (0.01) 2 (0) 526 

知道，非常清楚 478 (0.91) 42 (0.08) 2 (0) 2 (0) 524 

总计 1108 (0.68) 466 (0.28) 52 (0.03) 16 (0.01) 1642 
 

对于不了解“四导”的学生(169 人)，大多数对德育工作持中立或负面看法，其中 58 人(34%)认为学

校已有“四导”工作体系基础，但 74 人(44%)认为未形成具体理论和可操作的工作体系，27 人(16%)未
看到成效。对于听过但不熟悉的学生(423 人)，多数认为学校已有一定的德育工作方式，其中 227 人(54%)
认为已有“四导”工作体系基础。对于知道，有一定了解的学生(526 人)，多数持正面看法，其中 345 人

(66%)认为已初步形成“四导”工作体系。对于非常清楚“四导”体系的学生(524 人)，绝大多数(91%)
认为学校已初步形成“四导”工作体系，表明对德育工作的了解程度与满意度正相关。皮尔逊卡方值为

361.833，自由度为 9%，显著性为 0.000，说明学生对“四导”体系的了解程度与对德育工作满意情况之

间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性。即学生对“四导”德育工作体系了解程度越高，其德育工作的满意度也越高。

这说明提高学生对德育工作体系的认知和理解对于提升其满意度有显著的作用。换言之，学校在促进“四

导”德育体系的宣传和教育，可以增强学生对德育工作的认同和参与。 

4. 讨论与结论 

在调查中发现，南宁学院施行德育“四导”工作体系，在实践中以思想引导为核心，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

道及宣传思想文化主阵地作用，发挥优秀教师、学生和优秀团体的榜样示范作用，加强青年思想引领；

以行为倡导为重点，大力弘扬校园文化，营造良好氛围，实施习惯养成、学风建设、语言工程、志愿服

务等工程，促进学生养成好习惯、好风气和好风尚，培养和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公民意识与家国情怀；

以能力指导为关键，提升学校各层面、各部门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加强对学生教学实践、科学研究、

生涯规划、学业发展、创新创业、就业择业的指导与服务，促进学生成长发展，提升自身综合能力素质；

以个性辅导为升华，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咨询辅导、文化艺术熏陶、美育体育锻炼、资助关怀支持等服务，

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人文素养提升。对于调查所得结果，结合实际走访及工

作调研，得出以下结论： 
1) 学生对南宁学院德育生态化“四导”工作体系的认知、感触及评价较高，绝大多数学生对德育“四

导”工作体系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占比 90%)，在对“四导”德育活动的感知程度中，表明有深刻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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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思想引导活动占比 74.42%，行为倡导活动占 77.71%，能力指导活动占 76.49%，个性辅导活动

占 64.8%，平均 73.36%，说明大多数学生对德育活动有深刻的感触，整体认知和参与度均较高。结合走

访调研，学校的德育体系在学生中总体上获得了正面的评价，大多数学生(70.3%)认为德育体系具有特色

和创新点，且能有效发挥作用。 
2) 学生对德育工作的满意情况与他们对“四导”体系了解程度之间存在相关性。采用皮尔逊卡方检

验，发现学生对“四导”体系的了解程度与对德育工作满意情况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性。即学生对

“四导”德育工作体系了解程度越高，其德育工作的满意度也越高。这说明提高学生对德育工作体系的

认知和理解对于提升其满意度有显著的作用。换言之，学校在促进“四导”德育体系的宣传和教育的同

时，学生对德育工作的认同和参与度不断增强。 
3) 施行德育工作体系存在的不足。学校的德育体系在学生中总体上获得了正面的评价，但仍有小部

分学生对其了解不足(累积百分比 10%)。学生感受度和参与度最低的是个性辅导活动(占 5.91%)，说明个

性辅导的影响相对较弱。多数学生认为学校德育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部分学生(24.8%)认为德育工作生

态化体系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通过调研，笔者认为南宁学院创新开展德育生态化工作，思路明确，路径清晰，“四导”德育工作

体系在南宁学院执行情况良好，但可结合调研结果改进措施，达到进一步优化德育效能的目的：一是增

强对学生的深入教育和宣传，提高“四导”德育工作体系的影响力；二是渗透式开展符合民办高校特点

的更具有开放式和个性化的服务和指导，提高个性辅导的针对性和覆盖面；三是在推进德育活动时，应

针对不同类型的活动与对象调整策略和方法，以提高活动的有效性和学生的参与度；四是强化“四导”

之间的交叉融合，充分发挥“四导”德育生态体系的融合育人作用，以激发德育生态化创新模式的整体

效果和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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