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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的青年肩负重任，是现代化建设的最积极、最具活力的力量，大学生只有具备符合社会发展规范

的相对稳定的良好道德品质和行为方式即健康的人格，才能更好地提升自身各方面的能力，以符合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新时期人才的要求。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人学理论中“现实向的人”、“需求向的人”

和“全面向的人”探析其与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内在关联，并在其指导下进一步探求应时代之需的健康人

格培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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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u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shoulder heavy responsibilities and are the most active and 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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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 in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Only when college students have relatively stable good moral 
quality and behavior in line with the norm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at is, healthy personality, can 
they better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in all aspects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t moderni-
zation for talent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realistic person”, “demand-oriented person” and 
“all-round person” in Marx’s humanistic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m and college students’ healthy personality,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cultivation strate-
gy of healthy personalit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under its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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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1]青年一代作为建设祖国的中坚

力量，重任在肩。习近平总书记也曾高度评价和肯定青年的重要作用，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2]时代赋予青年的使命要求青年有远大理想，展

示不断进取的风采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能够将信仰、信念、信心转化为前进的力量，也要求当代青年具

有广博的知识、多方面的能力和完善的人格。因此如何提升青年面对挫折的抵御能力、实现青年个性解

放和健康成长成为当前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和高校育人能力提升的重大课题。同时，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和学业、就业以及人际交往的各种压力，泛娱乐主义、躺平主义等不良思潮在网络上蔓延，高校大学生

心理状态不稳定、理想信念缺失、道德意识淡薄、人际关系失调等问题频发，自残和轻生等事件也时有

发生，青年的稳定心理特征与价值观念形成受到极大影响。作为潜在心理基础的人格因素对实现新时代

青年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探索行之有效的健康人格培育路径既是促进大学生身

心健康的现实需要，也是高校系统推进全面育人工作的重要一环。如何加强新时代青年大学生健康人格

的培育，需要更为完备的理论体系支撑，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致力于人的解放事业，早在其人学理论中

就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了完备阐释，这也为新时代高校大学生健康人格培育提供了基本理论指引和

根本价值遵循。 

2. 马克思人学视域下大学生健康人格培育的逻辑理路 

2.1. 现实向的人：健康人格培育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考察发端于黑格尔哲学，缘起于对黑格尔哲学中抽象的人的批判，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一个物种的全部性质，一个物种的准性质，就在于生命活动的

性质，而人的本质就是自由意识的活动。”[3]正是由于个体活动所具有的自由和自觉属性，才使人从与

动物相统一的自然属性中异化分离，从而使人成为人本身。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人的认知更多在于从

人本身出发，从人的现实性出发。在马克思看来，实践能够成为人的本质的具体表现形式，就在于它充

分展现了人的主体性，这一劳动过程是自主的、自觉的，而非被动的、他觉的劳动。基于此，要想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应当从人本身出发，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向内挖掘发展动力。同时，马克思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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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的主体性出发去考察实践活动，即人的自我实现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另一大特征。人的主体性决定人

是否从事实践活动，同时人的内在需求亦或精神需求成为推动人实践的内生动力。由于个体先天天赋与

后期成长过程的差异性，在内在精神世界的构建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认知水平的不断提升也是其精神

世界构造不完善的写照，从而使得青年群体出现了思想和行为偏差。就此情况而言，加快推进青年群体

精神空间完善、自我认知健全，成了激发和完善人的主体性的首要任务。 
从马克思“现实的人”是历史活动的承担者出发，高校对于新时代大学生的人格培育也必然离不开

“现实的人”。人格培育教育作为现实性的实践活动，其施教者和受教育者都是客观存在的，更是相互

认识、相互并最终形成影响的教育实践活动。依据新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实际状况，并结合高校全面育

人的实践要求，将对大学生的人格培育纳入高校教育工作体系，有助于提高人格培育教育实践中的“人”

的主体地位。 

2.2. 需求向的人：健康人格培育的内在动力 

马克思对人的探究从现实出发，即从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社会出发，由此便在对于黑格尔唯心主

义哲学中的人的“自我意识”本质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实现从抽象人向现实人的转变，考察了人的自由

自觉的劳动本质，并由此确立人最本质的属性——现实性。然而，由于人与人之间所具有的现实联系存

在多样性和复杂性，致使不同个体之间产生的现实需求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表征，通过对复杂需求种类的

进一步抽象归纳，结合其本原性生成起点进行探究，便可划分出个体需求的物质和精神双层次，两种需

求层次构成了个体生存、发展和享受的外部世界的动力逻辑。而从两种需求层次的生成逻辑加以深入剖

析，发现动物与人同样存在着物质需求层次，只不过人区别动物而言，采取的是更为积极主动的获取方

式，既通过劳动改造和顺应自然，而非动物被动的顺应自然。基于此，精神需求更具备人的主体性属性，

是更为进步的内在需求动力。 
从当前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精神需求层次现实情况加以考察，结合高校大学生成长阶段的特殊性，其

健康人格的培育便有了直接目标，即是通过大学期间课程、实践活动以及人际沟通的培养，保证高校大

学生顺利完成该阶段的要求实现从学生到步入社会的转变，成为素质较高，能够适应社会的个体，而马

克思人学思想为高校推进大学生健康人格培育工作提供了新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社会的进步最

终是由全体社会成员的合力推动的，社会的不断进步也要求个人的能力得到提升，以适应并驾驭变化的

社会。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渐趋多样化，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是各类人才的发展，激烈的国际竞争以

及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对于每个个体能力与个性的发展维度有了新的要求，新时代的大学生应当是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可担当大任的建设者，即人格和能力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同时，健康人格的塑造与完

善是一个系统的过程，通过大学生心理状态的改善与健康人格的塑造不仅可以一方面帮助大学生养成积

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学会协调各种人际关系，也有助于大学生充分发挥自身的才干，全面提

升自身素质，实现自身价值。 

2.3. 全面向的人：健康人格培育的最终指向 

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探究从实践缘起、以需求推动，并最终指向全面发展。在定义什么才是全面

发展的人时，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情况，指出个体的全面发展应当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

除身体发展之外，精神层面也应当全面发展。此外，马克思指出“人的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

[4]，认为个体能力的发展包括实现实践能力、思维能力、认知能力、社会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进步。在马

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归宿，是为了创造一个“包含了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能够实

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联合体”[5]。而实践活动的多元性和人的需求的复杂性注定了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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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将是由“单向度”向“多向度”展开的。这一时期的人必将“占有自己最全面的本质”，简单来说，

就是此时的人必须在能力、个性、智慧等本我特征上实现最大水平提升，同时在利用个人能力改造社会、

创造和实现社会价值的他我特征表达上具有最广阔的施展空间。这一目标的实现应当同时具备自由和全

面的双重现实条件，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和国家的消亡为人们创造了自由环境，同时也为全面发展奠定

物质基础，即为充分发挥教育、知识对人的个性解放和能力完善作用提供了有利条件。健康人格的培育

作为人性完善和个性解放的重要手段，其在目标导向和实践过程上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完全同向且

“百利而无一害”的。 
所谓健康人格的培育即教育者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教育和引导受教育者，使其身心各方面达到和谐

统一的状态，十九大报告中强调高校应当进一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

新时代的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培育提供了指引。习总书记强调“德才兼备，方

堪重任”，只有在有良好的德行和品质基础上才能够有“才”，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与稳定的关键

时期，大学生只有获得了健康的人格，坚持正确的行为和价值观原则，树立崇高的理想，才能够面对各

种挫折和价值观的冲击始终保持良好且稳定的心理状态，并将其外化为符合规范的行为，更好地实现大

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升，在适应知识更新和技术发展的同时锤炼品格、练就本领，以真才实学

服务人民、服务社会。 

3. 新时代大学生健康人格培育的有效路径 

健康人格不仅是个体全面发展的内在基础，也是社会和谐进步的必要前提，更是高校推进全面育人

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马克思人学理论中“现实向的人”“需求向的人”和“全面向的人”作为大学生

健康人格培育的重要指导方向，将其与新时代高校教育现状相结合，可探求出以下培育高校大学生健康

人格的方法。 

3.1. 多维度发挥课堂教育优势 

新时代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培育是一项持久性、系统性的工作，而高校肩负着推进素质教育的使命，

旨在通过以各种教学方式为主的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来培育大学生健康的心理和能够适应现代化社会发

展的人格特质，使当代大学生发展成为有理想、有抱负、有素质的现代化人才。因此，应当充分利用思

政课堂在大学生人格教育中的主导作用，紧密结合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和心理健康教育原则，明确以促

进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大学生健康人格培育理念，强化大学生人格教育内容，使思政课程充分满足大学生

成长成才的需求和期待。同时，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文件

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而理想的人格教育就是能够

充分融合学科教学和人格教育的理念。由于高校教学内容的繁重和教学时间的有限，教师多将重心放于

文化课程的教学之中，学生较少能够通过课程获得技能的学习和心智的发展。因此，高校教师应当在不

断提升自身专业知识储备和道德修养的同时，将“课程思政”的原则贯彻于教学之中，将学生综合素质

的提高和人格教育作为课程教育目标，在进行文化知识教学的同时将人格教育内容纳入课堂教学中去，

注意寻找人格教育与课程教学的契合点，以学生们更能接受的方式在全面提升大学生能力的同时实现对

其健康人格的塑造和培育。 

3.2. 推进多层面实践活动广泛开展 

高校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拥有健全的人格、完善的个性与较强的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个体在

社会交往中，通过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交往及其参照他人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找到确定和衡量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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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度，对自身形成趋于正确的判断，使大学生很好的融入集体，增强集体荣誉感。同时，拥有良好的

人际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乐观、坚韧、团结等人格特征，有助于进一步发展个性与完善自我。因此，

高校应开展并积极组织大学生参加各类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及社团活动，通过锻炼能够充分激发高校大

学生积极性和实践热情，引导其充分挖掘自身潜能，进一步深化课堂教育，加深对课堂内容的理解，并

且不断地将行为规范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以自觉的行为树立健康人格。其次，高校大学生知识的运用

与能力的增长最主要体现在社会实践活动环节，通过以创新创业为主要形式的实践活动，能够充分发挥

大学生的动脑和动手能力，帮助高校大学生在实际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拓展思路，推动实践创新，满足社

会发展对于高校大学校生的需求，达到高校人才培养的实效。 

3.3. 完善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心理健康是健康人格塑造的基础，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处于活跃的状态，因此高

校应当开设并完善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通过心理健康知识以及理论的课堂学习，让青年大学生能

够充分了解自身的心理发展特点，学会正视自己学习生活中所存在的情绪以及问题，逐步培养良好的心

理素质。其次，应充分发挥高校心理咨询的辅导功能，通过开设各种心理咨询辅导和团体活动、举办心

理健康讲座对心理状况存在误区的学生进行疏导，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业、生活以及人际相处等方面遇到

的困难，缓解其心理压力，有针对性的帮助其纠正心理方面的偏差以及预防和提高。此外，通过推出微

视频、心理健康知识问答等模块普及心理健康相关知识可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影响力，搭建心理健康教

育网络平台。课程学习心理咨询和网络平台的综合运用有助于全方位地推动心理健康服务展开，促进高

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完善。 

4. 结语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青年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培育是高校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之一，旨在通

过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和良好校园氛围的营造增强大学生的心理、道德、人际沟通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

能力。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指导下探索高校大学生健康人格培育路径，有利于系统推进高校大学生

健康人格培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担当的

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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