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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进一步强调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需要不断进行实践探索，
又需要不断深化理论研究。多年来，华中农业大学坚持以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培养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积极探索
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
不断推进学生工作的系统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有力地促进
了广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

近年来，华中农业大学深入建设学习型、研究型学生工作队
伍，建立了 “围绕一个问题，开展一次研讨，建立一套机制，打
造一个品牌”的工作模式，坚持 “每月精读一本经典书籍、每月
举办一次辅导员论坛、每月开展一次学习测试、每年作一次公开
读书报告、每年结集出版一本论文集”的 “五个一”学习制度，
积极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立项工作，先后就辅导员
队伍建设、大学生思想状况、学生党建、校园文化建设等诸多问
题开展专题调研，取得了一些成果。为了对学习活动阶段性成果
及时巩固和升华，我们对近年来学校从事学生工作的同志们撰写
的论文进行梳理和编排，最终形成书稿。

本书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出发，紧
紧围绕学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教育管理、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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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教育、招生就业、校园文化、素质拓展等诸多方面展开内容，
所精选的论文是华中农业大学从事学生工作的同志多年研究、实
践学生工作的心血和结晶，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践经验，具有
较强的时代性。我们从中欣喜地看到广大学生工作者凭着他们对
事业的热爱与对工作的执著，善于思考，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
断磨砺自己，形成了勤于学习、敢于探索和及时总结的良好传
统。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进一步增强学生工作的实效性和科学
性，促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关注的问题很多，需
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也很多，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在书中一一
罗列，唯盼今后有更多的人关心和支持高校学生工作，在此领域
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懈努力！

编　者

２０１３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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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的育人理念

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

鄢万春　刘　凡

摘　要：“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的育人理念体现的是理论学习
与社会实践的内在统一，体现的是科学精神与实践精神的内在
契合，更体现的是 “勤读力耕 立己达人”百年育人理念的文化
传承。通过深入挖掘这一文化溯源，充分阐述其育人理念的精
神内涵，从而得出 “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坚持先进典型
的激励教育、坚持强化实践育人的作用和坚持加强实践创新的
氛围营造”是将 “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的育人理念贯穿思想
政治教育的全过程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　思想政治教育

知行关系一直是我国历史上历久弥新的话题。１８９８年湖广
总督张之洞在创办湖北农务学堂时就提出 “知行合一　手脑并
用”，这一办学理念一直影响和指导着华中农业大学的发展。

２０１１年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１００周年大会上发表了
重要讲话，讲话中对全国青年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希望青年学
子把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全面
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因此，研究和探讨 “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的知行观对于身在新时代的华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理念的文化溯源

溯源而上，较早明确论述了知行关系的人是伟大的教育先哲

１用 “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的育人理念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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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其在 《尚书》中提出了 “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知
行思想，一方面强调知对行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又指出道德认
知的目的全在于践行。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第一次明确提出并
论证了 “知行合一”的观点，把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推到了空前
的高度。他主张 “行中有知，知中有行；知外无行，知而必行；
践行良知，知行合一”，更进一步强调 “以知为行，知决定行”，
极大地拓深了对知行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对中国后世特别是 “有
教无类”、“手脑并用”的教育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１．从认识论而言，“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体现的是认识和
实践的辩证统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对知行关系的认识也提升到一个
新的高度，我们的知行观也更多地具有时代特征。现代意义的
“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涵义：其一，知中有行，行中有
知，从德育上而言，意识离不开行为，行为也离不开意识；其
二，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
“实践出真知”，马克思主义的知行观更是提升和拔高了这种认识
的高度，它认为主客体是辩证统一的，认识和实践密不可分，应
该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张 “认识的第二次飞
跃”。因此，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的知行观，实质上是强调人
的知与行的辩证统一，也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知行观内在契
合，体现的是一种个人成长成才与国家发展需要有机结合的科学
发展观。

２．从人才培养的理念而言，“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体现的
是理论学习能力与动手实践能力的统一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手脑双全，是创造教育的
目的。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使手脑联盟。”当前，学生的发展
离不开 “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学风的熏染，而培养精英人才、
领袖人才的高校育人诉求更需要纯化 “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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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理念。《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及胡锦涛
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的讲话，均深刻地指出了大学生理论
学习与社会实践并重的重要性，这也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提出了更高要求。培养实践创新型人才的关键就是要培养他们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让他们既要学会动
脑，也要学会动手。“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则成为实现实践创
新型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

３．从文化精神的传承而言，“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是一种
华农历史与现实文化的精神传承

早在湖北农务学堂创立初期，张之洞就提出了 “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的办学思想；国难当头的湖北省立农学院时期，确立
了 “耕读不辍　学行兼优”的培养目标；到了改革开放的华中农
业大学时期，学校践行了 “勤读力耕　立己达人”的大学精神。
百年而下，张之洞先生开创的 “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育人理
念，经历岁月洗礼、穿透百年光影，至今仍然是振聋发聩的，对
我们更新育人理念、创新工作方法仍具有重要的参鉴意义。而
“勤读力耕　立己达人”则也是体现着一种学问立足大地、实践
服务社会的精神，更是修身齐家、兼济天下的知行观念。因此，
“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与我校的百年校训在精神内涵上是统一
的。

二、“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育人理念的精神内涵

“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的育人理念，传递给我们的是一种
精神品格和心灵熏陶，它不仅是一种科学发展的育人理念，更是
一种立足本土、求实创新的精神传递，传递着华农人的人格品
性，也延续着华农人的文化血脉。其育人理念的精神内涵主要包
括以下三个方面。

３用 “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的育人理念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



１．“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是立志、勤学、改过、责善求索
过程的精神源泉，引导学生将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紧密
结合

作为当代青年，既应该有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开拓创
新，锐意进取，更应该有将远大理想与坚定信念相统一的实践诉
求。秉承知行合一，指的是让青年能始终恪守理论学习与社会实
践相统一，能不为名利默默耕耘，守得住清苦、耐得住寂寞，用
青春丈量大地，将学识文章写在大地上；坚持手脑并用，指的是
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遵行科学的研究范式。如果说 “知行合
一”要求我们立足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实际，“手脑并用”则要求
我们注重探索的方式方法，唯有两者并重，才可能达到知行的目
的，成就学习实践的意义。

２．“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是独立治学精神和坚定爱国热忱
的厚重传递，引导学生把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

非学无以广志，非学无以致知。青年的治学精神是与青年的
使命感和实践观密不可分的。当代青年应该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更应该有厚重的担当意识和爱国热忱，这是知行合一的内在夙
愿，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要求。治学精神，要求
学生有着严谨的学习态度和实践理念，具备科学文化知识；爱国
热忱，则要求学生知道为何学习、为谁学习，明晰学习科学文化
知识、服务社会大众是一种爱国体现。挖掘 “知行合一　手脑并
用”的厚重人文底蕴、锤炼创新育人理念的精神内涵也将成为我
们宣扬科学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的思想利器。

３．“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是立足实际和身体力行的现实感
召，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

加强大学生 “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的观念，实质是从意识
上教育大学生应该立足变化发展着的实际，将理论学习和社会实
践相结合，将科学知识学习与动手实践相结合，培植国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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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我们应该从灵魂层
面以这一理念影响和鼓舞学生，号召学生将自己化为一滴平凡之
水，融入到实践的浩瀚大海中。同时，我们也应该感召广大学生
将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倾注于广阔的实践中去，将自己的青春和热
情融入到祖国期望和人民需要中去，怀揣着建功立业的青春豪
情，在实践中锻炼成才。

三、“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育人理念的实现途径

当然，“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育人理念的形成绝非一朝一
夕可以铸就。作为培育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我们担负着
厚重的历史使命，也承载着祖国交给我们的时代使命，任重道
远。如何围绕 “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开展工
作，如何真正实现 “人人都能成才”的育人理念，既是我们需要
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育人理念为我们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
很好的启示，要将其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可以从以下四
个方面着手。

１．坚持 “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以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
合理需求为导向，以科学高效的工作服务学生

“育人为本”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学生的全面成才更是
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应该自觉做 “知行
合一　手脑并用”的践行者，将先进的教育理念应用到育人的过
程中去，坚持以学生为本位的工作理念，时刻将学生的呼声作为
工作第一信号，将学生的需要作为工作的第一选择，将学生满意
作为工作的第一标准，积极扮演好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的人生导
师、知心朋友、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角色，扎实做好教育人、引导
人、关心人和帮助人的工作。

５用 “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的育人理念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



２．坚持立足学校实际和特点，挖掘、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
以榜样的力量鼓舞学生

“以优秀人物的知行精神感染人，以先进人物的事迹鼓舞人”
一直是我校倡导的优良风尚。百年以来，几代华农人用自己的行
动践行着 “勤读力耕　立己达人”的校训理念，将 “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的人文精神一脉延续，涌现了一大批可敬可佩的 “华
农好人”。例如，２００４年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的徐本禹，
从繁华的城市走进大山深处，用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稚嫩的肩
膀，扛住了倾颓的教室，扛住了贫穷和孤独，扛起了厚重的社会
担当；“棉花奶奶”李文英，放弃大都市的优越生活毅然走向田
间，扎根基层，５０余载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生向农，实践不止，
与棉农心连心，以脚板和赤诚丈量广阔田畴、孜孜奉献敬农爱农
情怀，闪耀着炫丽光彩的人性光辉。他们生动鲜活地诠释着百年
华农 “勤读力耕　立己达人”的精神内涵，也正是他们，将这种
“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的实践精神与社会担当的完美淬砺，成
就了可歌可泣的壮丽人生。这种薪火相继的传递鼓舞和激励了几
代华农人，并将在华农人身上代代延续。

３．坚持强化实践育人的作用，结合专业特点和实际，以扎
实有效的实践教育培养学生

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是党的教育方针的
重要内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专业
教学的重要性，重视社会实践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言传身
教的教学实践和理论结合实际的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不仅
可以锻炼并提升学生脚踏实地、善于分析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更有利于增强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
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引导广大学生树立 “顶天立地”的理想信
念，以真知实干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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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坚持加强 “团结、勤俭、求是、奋进”的优良校风教育，
用务实创新的氛围感染学生

当代大学生是有着较高自我认知和自主意识的新青年，有理
想、有抱负，更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在价值多元化的
当代，学生有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和价值判断。人人都是育人环
境，事事都是育人氛围，用华农优良的校园文化熏陶人，不断加
强 “团结、勤俭、求是、奋进”的优良校风教育，使科学严谨、
务实创新的校园文化内化为华农人的自觉行动，让人人成为 “知
行合一　手脑并用”的时代先锋，个个成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的有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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