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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调查了解大学生对学校开展德育工作的感知和评价，分析在性别差异视角下德育工作的影响。

研究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编制调查问卷并结合访谈，对实施“四导”德育工作体系的南宁学院大学生

进行调查研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南宁学院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德育态度评价等方面存

在差异，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德育方式，提高德育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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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erception and eval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owards the implemen-
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schools,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mor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
pective of gender differences. The study adopted a descriptive analysis method, compiled a survey 
questionnaire, and conducted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our guidance” 
moral education system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Nanning University. The survey data was sta-
tistically analyzed.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evalu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at-
titud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in Nanning University. Targeted moral educa-
tion methods should be adopted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oral educ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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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把“立德树人”明确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1]。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2]。高校德育高质量发展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3]。导向正确

的德育教育是培养符合新时代社会发展人才的重要基石[4]。高校要回归育人本质，把立德树人贯穿高等

教育的全过程[5]。深化教育改革创新，高校必须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6]，
建立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 

以往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德育效果上存在一定差异。如丁彩瑶[7]认为在“道德情感”上

男生更为淡漠，女生的“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存在不一致性。胡善菊[8]等发现男女大学生在网络

利用与网络伦理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王莎莎[9]认为当前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忽视学生的性别差

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张科[10]调查分析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性别差异的现

状，认为高校应有的放矢地帮助男女学生解决各自不同的思想和心理问题。张小宝[11]等发现将性别敏感

作为新时期高校德育体系的新理念，有助于更好地实现高校德育的育人功能。郭玲[12]认为从性别角度审

视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开阔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视野，而且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促进大学生全面协调发展。 
南宁学院是一所应用型本科民办高校，以培养“做人有品格、就业有本领、创业有能力、深造有基

础、发展有后劲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人才培养目标，其中，“做人有品格”

成为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任务。近年来，学校在探索民办高校德育工作中，采用“四导”德育工作体系，

以“四导”(引导、倡导、指导、辅导)工作为抓手，统筹“十大育人”体系，构建“三全育人”格局，形

成德育生态化创新路径。通过德育工作的推进，本研究着重以南宁学院为调查对象，研究创新实施德育

工作后大学生对学校德育工作的认同程度，及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德育工作感知情况和德育工作成效评价

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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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针对南宁学院大学生对学校德育工作成效认可程度进行了大样本调研。通过电子问卷的方

式，收集大量学生反馈，以评估大学生对学校德育工作感知及评价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共收集 1534 个样

本，筛选错填、漏填等无效样本外，剩余 1451 份有效样本，有效率为 94.6%，有效样本在人口学变量上

的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表 1。 
在有效样本中，大一新生占 35.8%，即 520 人；非大一新生或毕业生的比例为 56.5%，共 820 人；毕

业生则占 7.6%，共 111 人。性别比例方面，男大学生占 53.4%，共 775 人；女大学生占 46.6%，共 676
人，性别上相对平衡。大学生干部占 33.6%，共 488 人，非大学生干部的比例为 66.4%，共 963 人。从政

治面貌的分布来看，中共党员占 2.3%，共 33 人；共青团员占绝大多数，达到 79.3%，共 1151 人；民主

党派和无党派的人数各占 0.2%，即 3 人；群众占 18%，共 261 人。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survey subjects on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1. 调查对象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分布 

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年级 

大一新生 520 35.8 

非大一新生或毕业生 820 56.5 

毕业生 111 7.6 

性别 
男 775 53.4 

女 676 46.6 

是否大学生干部 
是 488 33.6 

否 963 66.4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33 2.3 

共青团员 1151 79.3 

民主党派 3 0.2 

无党派 3 0.2 

群众 261 18 

总计 1451 100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大学生对高校德育工作成效现状调查问卷》，问卷共包含三个部分，分别为基

本人口信息(4 题，包含年级、性别、是否大学生干部、政治面貌四个方面)、大学生对学校德育工作的感

知情况(1 题)和大学生对学校德育工作的评价(1 题)，所有题目均采用单选题的方式进行评价，问卷经过

多位具有五年以上德育工作的一线教育工作者和专家编制并修订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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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问卷收集大学生对学校德育“四导”工作体系的应用现状数据。采

用频数分析和卡方检验等方法对普通高校德育工作的感知、工作成效评价及其性别差异情况进行分析，

以发现大学生对学校德育工作的感知和工作成效的评价现状及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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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 

3.1. 整体情况分析 

1) 大学生对高校德育工作态度感知情况 
了解大学生对高校德育工作态度的感知情况，对于评估大学生对于高校德育工作的认可程度非常重

要。本研究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 1452 名大学生对于高校德育工作态度的感知作用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有 1050 名大学生(占比 72.4%)认为学校高度重视德育工作，表明大多数大学生认为学校在德育工作

上投入了大量的关注和资源，将其视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核心。有 368 名大学生(占比 25.4%)认为学校比

较重视德育工作，说明还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观察到学校对德育的重视和强调，虽然这种重视程度可能

稍低于前一组大学生的感受。仅有 33 名大学生(占比 2.3%)认为学校不太重视德育工作。这一比例虽然较

低，但仍旧提示学校德育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缺陷或不足，需要学校进一步调查和解决这些问

题，确保德育工作能够全面而有效地落实。 
 
Table 2. Statistical results of perceived attitudes of college students towards school moral education work 
表 2. 大学生对学校德育工作态度感知情况的统计结果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高度重视，“做人有品格”是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首位 1050 72.4 

比较重视，会在各学习、工作环节强调德育的重要性 368 25.4 

不太重视，没有具体措施落实德育工作 33 2.3 

总计 1451 100 

 
2) 大学生对学校德育工作成效的评价 
了解大学生对高校德育工作成效的评价情况，是评估大学生对于高校德育工作的认可程度的重要题

项。本研究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 1452 名大学生对于高校德育工作成效的评价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3 所

示。 
 

Table 3. Statistical results of college students’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school moral education work 
表 3. 大学生对学校德育工作成效评价的统计结果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已初步形成“四导”工作体系，具备施行“四导”的基础 972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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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28.7 

未探索出德育工作路径，未看到成效 47 3.2 

其他 16 1.1 

总计 1451 100 

 
有 972 名大学生(占比 67%)认为学校已经初步形成了“四导”德育工作体系，并具备了施行“四导”

的基础。这一高比例反映了大学生们普遍认同学校在德育工作方面的努力和成就，认为学校在德育方面

已经建立了一套初步有效的工作体系，为后续的深化和完善打下了基础。有 416 名大学生(占比 28.7%)
认为学校虽然形成了一定的德育工作方式，但这些方式还未能凝练成具体的理论和可操作的工作体系。

这表明，虽然学校的德育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进展，但在理论支撑和实践操作上还存在不足，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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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整合和系统化以提高德育工作的效率和效果。有 47 名大学生(占比 3.2%)认为学校未能探索出有效

的德育工作路径，且未看到其成效。这一小比例的反馈提示，尽管学校在德育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但仍有部分大学生未能感受到这些努力的成果，可能是因为德育工作的实施和传达存在着某些障碍。还

有 16 名大学生(占比 1.1%)选择了“其他”，包含了对德育工作有着不同看法或具有特殊情况的大学生意

见。 

3.2. 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学校德育工作感知作用上的差异 

本研究采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学校德育工作态度感知情况上的差异，两个变量分别

是性别(男、女)和对学校德育工作的态度。结果见表 4。 
 
Table 4. Differences in perceived attitudes towards school moral educ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chi 
square test) 
表 4. 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学校德育工作态度感知情况上的差异分析(卡方检验) 

 
性别 

总计 皮尔逊卡方 显著性 
男 女 

学校德育 
工作的态度 

高度重视，“做人有品格”是学

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首位 
计数 574 476 1050 

5.044 0.08 

百分比 54.70% 45.30% 100.00% 

比较重视，会在各学习、工作环

节强调德育的重要性 
计数 180 188 368 

百分比 48.90% 51.10% 100.00% 

不太重视，没有具体措施落实德

育工作 
计数 21 12 33 

百分比 63.60% 36.40% 100.00% 

总计 
计数 775 676 1451 

百分比 53.40% 46.60% 100.00% 

 
在认为学校“高度重视，‘做人有品格’是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首位”的选项中，男、女学生占比

分别为 54.70%和 45.30%。这一分布没有提供显著性值，但从数据上看，男性大学生在这一选项上的比例

略高于女性。认为学校“比较重视，会在各学习、工作环节强调德育的重要性”的男、女生占比接近。

对于“不太重视，没有具体措施落实德育工作”这一选项，男学生的计数为 21，女生为 12，占比分别为

63.60%和 36.40%，从计数和百分比来看，男学生相较于女生似乎更倾向于认为学校在德育工作方面不太

重视。 
总体而言，尽管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学校德育工作态度的感知情况，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存在显

著差异。但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学校德育工作态度的感知情况上仍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对于“不太重

视，没有具体措施落实德育工作”这一选项比例上，男生明显更倾向于认为学校不太重视德育工作。 

3.3. 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学校德育工作成效评价上的差异 

继续采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学校德育工作成效评价上的差异，两个变量分别是性别

(男、女)和对学校德育工作成效的评价(见表 5)。 
56.10%的男生认为学校“已初步形成‘四导’工作体系，具备施行‘四导’的基础”，男生相较于

女生更倾向于认为学校已经初步形成了德育工作体系。53.60%的女生认为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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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探索出德育工作路径，未看到成效”这一选项

中，男、女生占比分别为 55.30%和 44.70%，更多男生持学校德育工作未见成效的观点。在“其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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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中，男、女生占比分别为 68.80%和 31.30%。虽然样本量较小，但这可能表明男生相对于女生有更多

的其他类型评价。 
 

Table 5.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evalu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work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chi 
square test) 
表 5. 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学校德育工作评价上的差异分析(卡方检验) 

 
性别 

总计 皮尔逊 
卡方 显著性 

男 女 

对学校德育

工作成效的

评价 

已初步形成“四导”德育工作体系，

具备施行“四导”的基础 
计数 545 427 972 

12.574 0.006 

百分比 56.10% 43.9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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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数 193 223 416 

百分比 46.40% 53.60% 100.00% 

未探索出德育工作路径， 
未看到成效 

计数 26 21 47 

百分比 55.30% 44.70% 100.00% 

其他 
计数 11 5 16 

百分比 68.80% 31.30% 100.00% 

总计 
计数 775 676 1451 

百分比 53.40% 46.60% 100.00%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显著性为 0.006，意味着性别与这一评价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女生更倾

向于认为学校的德育工作虽有实践但缺乏理论和可操作性。 

4. 讨论与结论 

结合在南宁学院的实地走访，笔者发现： 
1) 南宁学院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学校高度重视或比较重视德育工作，学校的德育工作在大多数大学生

中有着良好的认可度。同时，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学校在德育工作方面已有积极进展，特别是在建立“四

导”德育工作体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具体访谈到感触最深的德育活动，大部分学生认为思政课程和

课程思政落实有力，同时校园文化工作是一大亮点，包括“践行传统美德，坚定文化自信”等主题文化

活动、不孤志愿服务活动、班风学风营造活动、书香南院读书活动、开学典礼、军训、三下乡等社会实

践、“英雄正气，谁来薪火相传”主题讲座等。然而，也有小部分大学生指出德育工作尚存在不足，如

存在“面子工程”、深入基层宣传不足等，使人未能感受到德育工作的成效，这需要教育管理者关注并

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2) 南宁学院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学校德育工作态度的感知情况，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

异，但仍存在一定差异，男生更倾向于认为学校不太重视德育工作；在德育工作成效评价上存在统计学

上的显著差异，女生更倾向于学校的德育工作虽有实践但缺乏理论和可操作性。结合走访实际，男生在

反馈学校是否重视德育工作、是否达成一定成效上，情绪更为直接，“是”或者“否”的态度更为坚定；

女生则更注重实施“四导”德育工作体系的细节和具体措施给予她们的真正感受。男女生在认同深度上，

男生更为敏锐直接并带有批判性，女生则更为平和。在访谈中，男生更多表达希望思政课程或实践活动

可以增加更多校外实践内容，如“传承英雄正气新体验”系列社会实践活动的专题调研等；女生则认为

应更注重理论体系的建立，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同时加强宣传、交流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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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任务。特别是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大学生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造成巨大影响，也给高校德育工作改革与创新带来巨大挑战[13]。高文苗[4]认为，高校应

依托于建立健全高质量的德育评价体系、德育赋能机制以及德育浸润模式的路径，着力为高校德育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王东[5]认为，高校要建立科学的德育教育体系，推动自身教育水平的全面提升。

同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应忽略性别差异，应有的放矢地帮助男女学生解决各自不同的思想和心理问

题[10]。应将性别敏感的教育理念融入德育实践中，从教育目标、内容、方法、载体等层面探索建构性别

敏感的高校德育体系[11]。笔者认为，德育工作者应深入研究德育工作的创新发展，着重注意性别不同带

来的共性和差异，多层次、多角度、针对性采取更为贴近实际的措施，充分发挥德育主导性作用，调动

大学生主体行为意识，推进立德树人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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