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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创新德育形式，丰富德育内容，不断提

高德育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根本任务，就要有针对性地凝练、

培育和建设学校的德育教育品牌，探索出一条符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学校办学特色和学生生情的德

育品牌建设路径。德育教育品牌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转变思路，统揽全局，进行资源的有效整合，

强化德育教育品牌建设的战略意识，建立和健全品牌运行机制和提高品牌建设理论研究和队伍的专业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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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task proposed in the “Outline of the National Medium and Long Term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lan (2010~2020)” is to innovate the forms of moral education, en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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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nt of moral education,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attractiveness and appeal of moral 
education work, and enhanc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moral education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condense, cultivate, and build the school’s moral education brand in a targeted 
manner, and explore a path that meets the school’s talent cultivation goals The moral education 
brand construction path i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ool and the students’ emo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 education brand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that requires changing thinking, 
taking overall responsibility,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resources, strengthening strategic awareness 
of moral education brand construction,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brand 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improv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brand construction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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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1]明确了高校德育教育工作的核心任务是——立德树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也明确提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创新德育形式，丰富德育内容，

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2]明确了高校德育教育工作

的扎实稳步推进需要结合学校的校史、校情、办学特色和地方区域文化进行量身定制。高校重视大学生

德育教育工作，总结凝练或培育打造德育教育工作精品，推出对学生具有强吸引力、高参与度的德育教

育工作品牌，是落实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中德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合格的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高校德育教育工作品牌具备了文化性和价值性，两者相辅相成，承载着

育人和校园文化传承的功能。 

2. 高校德育教育品牌的内涵及重要性 

“品牌”一词源于营销学的概念，是指产品名称、标志、符号、设计等的综合体，能被社会认同、

体现一定品质、质量和标准的产品牌子。德育品牌是在一定时期内遵循社会的道德要求和学生品德心理

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或经过长期的实践，形成的具有一

定影响力、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被广大青年大学生所接受并喜欢的做法或活动，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

或活动经过进一步优化发展，形成具有鲜明特色和持续影响力的项目。德育品牌建设是遵循一定社会历

史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培育或总结实践能培养学生正确三观、有良好思想观念、道德

规范、民族精神等方面品质，能助力学生全面发展的活动过程。 
德育品牌建设最核心的不是外在的包装、看得见名称、标志或符号形式，而是内在的文化精神引领。

高校培育和建设高质量德育教育品牌，可以赢得更好的社会形象和声誉，增强自身竞争力。高校德育教

育品牌是学校历史文化、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目标、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价值追求是学校德育教育品

牌创建、发展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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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高校德育教育品牌建设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学校的价值追求 

高校德育教育品牌建设发展是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必须以价值追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

这是德育品牌建设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决定着德育品牌的建设发展方向，也是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所在。良好的德育品牌可以为学校创造发展契机，提高学校声誉和美誉度，赢得社会和学生家长的关注

和青睐。 

2.2. 高校德育教育品牌建设和发展的根基是学校历史文化和办学理念 

学校德育教育品牌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学校的历史文化和办学理念，可以说德育品牌是高度总结和

凝练了学校历史文化和办学理念的结果，是学校历史文化和办学理念的重要体现形式，而学校历史文化

则是德育品牌创建的重要载体。努力打造具有时代特征、校园历史文化特色的德育教育品牌，才能满足

思想活跃、思维超前的当代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需要。 

3. 高校德育教育品牌建设的现状——以南宁学院不孤志愿服务为例 

3.1. 南宁学院不孤志愿服务的创建背景 

从邕江大学到南宁学院，学校名称和地址变了，但学校的历史文化、育人理念和德育教育理念始终

没变，始终鼓励学生以多种形式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地方性高校，南宁学院立足校

情和人才培养目标，每一年都鼓励和组织大批学生和教师作为志愿者积极参与到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礼仪接待服务、讲解咨询服务、导游服务、交通指引劝导

服务、票务协助服务、场馆清理、秩序维护、节目表演和应急支援等志愿服务工作，学生志愿者在工作

中的突出表现也多次受到组委会、参会人员的肯定和表扬。除此之外，南宁学院的师生志愿者也积极参

与了南宁市举办的各类文体赛事和竞赛中，如中越青年大联欢、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庆祝活动、“中国杯”

国际足球锦标赛、南宁市国际马拉松大赛、广西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等大型活动的志愿服务活动。[3]德
育教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服务地方的成绩也比较突出，却未能及时整合资源、全面总结和凝练志愿

服务成果，未能让学生志愿者在社会和群众心中有更深的印象和形象，也未能进一步扩大学校志愿服务

的社会影响力。归根结底，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德育教育品牌培育和建设意识，缺乏完善的、系统的德

育教育体系。 
直至 2018 年，南宁学院建校的第 33 年，为了更好地迎接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学校对

标对表，全面总结、凝练本科教育教学成果和学校德育育人亮点和特色，紧密结合学生志愿服务和校园

文化景观的育人作用，提出德育教育的工作重心要实现德育理论课程与社会实践的紧密联动，以培育学

生志愿服务精神作为社会实践的重要抓手。南宁学院根据学校多年开展社会志愿服务的特点，融合校园

景观“不孤湖”的文化内涵，总结、凝练志愿服务成果并确定“不孤志愿服务”这一个社会实践项目作

为学校德育教育的第二课堂活动品牌。 
“不孤志愿服务”名字来源于南宁学院的著名景观“不孤湖”，湖的名字源自《论语》“德不孤，

必有邻”。注册成为学校志愿者的学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不孤志愿者”，这也是南宁学院大学生志

愿者的名称。“不孤”代表着南宁学院的志愿者在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道路上是相伴同行的，是乐于奉

献，永不孤单的，以此教育引导学生在进行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时的团结协作，共同奋斗。这也是

南宁学院志愿者精神“崇德、友爱、责任、奉献”的象征。 

3.2. 南宁学院不孤志愿服务的服务内容和开展方式 

南宁学院第二课堂的不孤志愿服务项目作为学校德育教育重点打造的工作品牌，通过科学知识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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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和普及、国家政策解读宣传、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等方式开展义务参与生产劳动、义务美化环境、家电

义务维修、专业知识技能助农扶贫、爱心助残、支教扶弱、献血献爱心等内容的志愿服务活动，实现科

技文化下乡、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调查和扶危济困、重大活动服务等社会实践目的，鼓励学生利用在校

园学习到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关注民生民情和民意，以校园为起点，走向社会，走进乡村、街道和

社区，全方位、多角度开展满足社会需求、民众需求、具有学校特点的志愿服务活动，实现提升学生实

践动手能力、综合素质能力以及服务社会、服务地方、服务社区能力的双赢。 
不孤志愿者以班级或团队的方式，广泛利用第二课堂时间、节假日和寒暑假，在校内外开展爱心支

教、关爱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义务劳动、三下乡等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参与服务师生、服务校园、服

务社区和服务地方建设的各类活动中。 

3.3. 南宁学院不孤志愿服务的实施路径 

南宁学院在加强不孤志愿服务项目建设的过程中，注重提升传统重点项目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加强与校政企合作单位的在服务社会、服务地方上有机融合和联动，以志愿服务项目化为抓手，打造专

业化的服务团队，强化朋辈教育作用，注重志愿服务项目和团队积淀传承，推广“团队 + 结对 + 接力”

的志愿服务模式，增强志愿服务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不孤志愿服务活动由学校学工部(团委)牵头开展，主要通过服务校内师生、服务周边社区和地方、服

务大型赛事、活动和基于课程学习搭建的直播助农服务四个路径开展。在每年 3 月启动，贯穿全年，校

院两级分别组织开展。第二课堂时间、周末和节假日，校内以美化校园义务劳动、义务维修、爱心献血、

公益课堂为主，校外以服务周边社区的关爱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助农、义务维修、爱心支教、美丽乡

村(社区)等志愿服务活动为主；寒暑假，以服务地方的三下乡和大学生返校志愿服务活动为主。每年 6
月份启动大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大型活动、大型赛事志愿服务活动，

则是根据南宁市当年承办的各项大型活动或赛事相关组委会的要求开展。 
作为学校德育教育品牌的不孤志愿服务活动每一年都如火如荼地开展，但疏于总结凝练成果和对成

果影响力和实效力强化宣传。部分二级学院在春季学期末或年底进行志愿服务工作的总结和表彰，学校

团委在每年 10~11 月进行暑期三下乡成果评审和表彰。而关于不孤志愿服务活动每年开展成效的全校性、

全面、综合总结机制还未形成。 

3.4. 南宁学院不孤志愿服务的品牌特色 

不孤志愿服务活动全面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目标开展，广大团员青年共同践行、传承和弘扬

雷锋精神，开展各类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以广泛开展服务大型赛项和大型活动、服务校内师生、

服务社区和地方经济以及依托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义务维修和直播助农为品牌特色，传播“不孤”志

愿者精神文化，推动不孤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机制化，形成“人人践行雷锋精神”的生动局面。实现

应用型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职能的同时，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4. 高校德育教育品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各高校在培育和建设德育教育品牌的道路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共性问题。 

4.1. 高校德育教育品牌凝练、培育和建设意识不强 

各高校开展德育教育工作都会结合学校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方案和校史校情、学风、班风等方面

开展德育教育工作，活动形式各异，有的活动开展有一定的年头，也有了一定的规模，但对于活动的成

果和影响力缺少总结、凝练和培育，活动的德育育人效果不明显，德育教育工作者缺乏品牌培育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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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没能及时整合资源，凝练和培育出高品位、高质量、强实效、大影响力的德育教育品牌。有些活

动，学生参加人数很多、场面很热闹，但未能真正触动学生的思想和心灵，学生只是为了参加而参加，

参加完了也不知其所以然，教育效果收效甚微[4]。此外，德育教育工作者缺乏品牌的凝练意识、管理和

维护意识，对日常工作的总结、凝练不够，对常规工作中的典型案例习以为常或重视不足，就会导致学

校没有德育教育品牌，德育工作者工作成绩无亮点无特色，只有常规工作；例如，南宁学院从 2011 年搬

到新校区之前就一直组织学生服务南宁市的大型赛事和大型活动，搬到新校区之后，服务大型赛事、活

动和服务社区、地方经济的力度更加大，每年全校人数一半以上人次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中，不管志愿

服务工作的方式方法或者效果得到群众和社会多大的肯定，每年志愿服务工作都只是当作常规工作来

开展，严重缺乏品牌凝练和培育的意识；即使德育教育品牌总结、凝练出来了，对于品牌活动后续支

持力度、宣传、组织推广力度不够，缺乏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原来创建起来的品牌活动也无法持续发

展。 

4.2. 高校德育教育品牌建设的体制机制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高校德育教育品牌建设不是一个部门孤军奋战的结果，而是需要全校师生、所有行政部门和教学单

位协同合作，共同建设的系统工程。只有学校德育教育品牌建设目标明确，各部门和教学单位齐抓共管，

形成合力，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才能真正形成高质量、高品位的德育教育品牌，才能真正把立德树人

落到实处。要形成德育品牌建设合力，各部门和各教师就必须扭转观念，各行政部门要积极制定相应的

规章制度，明确分工，落实职责，在场地、资金、物资、人力和平台上给予支持和帮助，确保学校德育

教育品牌的建设和发展顺利进行。 

4.3. 高校德育教育品牌建设缺乏专业性队伍 

高校德育教育品牌的培育、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一支专业化的队伍进行运作和管理。高校的每

一位老师可以说都是德育工作的教育者，但每个高校基本上都是以思政专业教师、辅导员和党政领导干

部作为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主力军。他们的职业素质、专业能力和科研水平决定着德育教育品牌的培育

效果，发展方向和质量水平。目前，很多高校对德育教育品牌的培育和建设的意识不强，重视度不够，

也没有设置专门负责德育品牌建设的岗位和人员。一是领导重视度不够，缺乏人、财、物和场地支持，

缺乏各部门的协同合作；二是辅导员作为德育教育品牌建设的主要执行者，无法从繁琐、耗时、耗力的

学生日常管理实务中脱身，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处理学生的琐碎事务和确保学生的安全稳定工作，没有足

够的时间从事德育教育品牌的培育和建设工作；三是思政教师队伍的主要精力都用于课堂授课，而忽视

了第一课堂和第二、三课堂的结合，德育教育品牌的培育和建设效果和育人效果没有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和展示。 

4.4. 高校德育教育品牌建设的理论研究针对性不强 

高校德育教育品牌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需要相关的先进理论作指导，需要有关的科学研究作支撑。

由于很多高校的重视度不够，各部门没有形成学校全员都是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实施者的大德育格局和意

识，且缺乏德育教育品牌建设的专业队伍和充足的研究资金，高校自身关于德育教育品牌建设的理论研

究均相对较薄弱，针对本校德育品牌的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高校德育教育品牌理论研究的针对性不

强，指导性作用不突出。 

5. 高校德育教育品牌建设的实现路径 

要实现高校德育教育品牌的建设，就要在意识培养、机制建设、队伍提升、理论研究四个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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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统揽全局，强化德育品牌建设的战略意识 

德育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和建设德育教育品牌将会使大思政教育

方式多样化、立体化和生动化，进一步强化思政教育的现实效果。因此，高校教师进一步树立德育品牌

建设和协同育人意识势在必行。特别是高校党政领导干部要转变观念，要统揽全局，在统筹学校全局工

作中，要牢固树立品牌培育和建设意识，以精品化、品牌化思路推进各项教育教学工作，结合学校校史

校情、地方特色、人才培养和人才输送等特点，将德育教育品牌化建设理念渗透到高校专业教育、素质

教育、专业技能教育、实践教育和实习教育等方方面面，在全员育人、环节育人、过程育人和成果导向

育人上发力，促进全校教师，特别是德育教育工作者树立和强化品牌培育和建设意识。明确要求，人人

都是品牌建设者、宣传者、践行者和代言人。 

5.2. 统筹安排，建立和优化德育教育品牌建设的保障和责任机制 

高校德育教育品牌的培育、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有相应的保障机制和责任机制，才能确保育

人功能的充分发挥。德育教育品牌的培育、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更需

要完善的监督保障机制和责任机制的支持，才能更好地发挥德育品牌的育人功能和育人成效。高校要进

行统筹安排，整合多方力量，加强德育品牌培育和建设的领导和保障，明确品牌建设具体责任人，做到

权责明晰同时，协调各部门建立和健全相关保障和责任制度，努力在行政管理、教学单位等多个部门中

形成全面、全过程、全方位德育育人和齐抓共管的局面，真正实现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

务育人、以文化人的目的。 

5.3. 整合资源，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德育教育品牌队伍 

高素质、专业化的德育教育品牌建设队伍是德育品牌培育、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主力军。高校要全

面落实立德树人理念，全方位发挥德育教育品牌的育人作用，就要进行资源整合，制定专项培养计划，

努力建立一支理想信念坚定、意识敏锐、能写会说、作风正派、执行能力和创新能力强的德育教育工作

队伍。这是德育教育品牌建设和发展的人才保障。学校领导要高度重视德育教育工作队伍的发展，创造

机会，强化综合培训教育，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 

5.4. 立足长远，夯实德育教育品牌建设理论研究基础 

夯实德育教育品牌培育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就要把优秀的思政教师和辅导员作为专业人才来培养，

加大培养力度，重视能力提升。思政教师和辅导员是德育教育工作的主力军，鼓励他们开展德育教育品

牌培育和建设发展的理论研究，定期召开研讨会，研讨相关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并创造条件、搭建平

台，为课题申报提供条件，设立专项研究经费，确保研究工作顺利进行[5]。同时，搭建好全员育人的平

台，将德育教育工作主力军之一的辅导员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开

展德育品牌建设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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