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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简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全面加强

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

美和人文素养。”该案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

承为基点，以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为切入点，围绕大学生审

美涵育、日常行为规范、入格素质拓展、社交礼仪训练、

职业素养塑造等版块展开，塑造学生健康人格，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 

二、拟破解问题关键点 

（一）历史虚无主义带来的文化自信缺失 

西方多元化思潮的不断渗透，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观点构成的一套虚无

主义话语体系对当代青年的文化自信产生了不容忽视的

冲击。  

（二）“工具理性”带来的礼仪教育欠缺 

高校在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方面较为突

出，在学生的文明礼仪意识培养、文明社交技能训练方面

相对欠缺。 

（三）网络亚文化带来的正向教育壁垒 

部分青年面临外部压力和内心焦虑的双重催逼，选择

以“摆烂”“躺平”“社恐”的自我标签逃避责任、自我



伪装，难以适应校园和未来职场生活，需要培养健康生活

情趣和积极正向的行为引导。  

（四）专业设限下的美育现实困境 

美育普遍被认为是艺术院系的事，高校普遍存在重视

不够、个体差异明显、教育形式单一、缺乏生动性和感染

力等问题，须从细微处构建新时代高校美育育人新格局。 

三、解决思路和实施办法 

（一）礼乐文化涵养——古琴艺术赏析 

琴以载道，千百年来古琴一直被文人士大夫高度尊崇，

其地位列文人四艺的“琴、棋、书、画”之首。通过面向

全校学生开展古琴赏析课堂，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式的

音乐欣赏中近距离感受古琴艺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提升学生人文素养，提升文化育人效果。 

 

 

 

 

 

 

 

 

图：2022 年举办西南大学古琴艺术赏析课堂 

（二）艺术生活养成——审美涵育课堂 



从日常生活美学出发的审美涵育课堂旨在引领学生

健康文明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分中华文明之美——茶

文化、香道礼仪、人文花道等课程，以此实现生活艺术课

的规范教育作用、道德教育作用和审美教育作用，提升学

生人文素养。 

 

 

 

 

 

 

 

图：2023 年“青春年华，花漾之约”插花美学课堂 

 

 

 

 

 

 

 

 

图：辅导员老师指导学生进行点茶 



 

 

 

 

 

 

 

图：辅导员老师指导学生香道 

（三）日常行为养成——“文明十会”规范 

把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凝练成“文明十会”倡导语，

即：会问候、会微笑、会鼓掌、会赞扬、会道歉、会道别、

会感激、会谦让、会敲门、会拒绝，倡导学生自觉遵守礼

仪规范，提高人际交往水平，提升自身的涵养和素质。 

 

 

图：基于“文明十会”的礼仪细节教育 

（四）入格行为养成——新生素质拓展训练 



入格教育，作为大学生活的起始，以素质拓展训练的

方式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意志品质和团队协作

精神，为树立良好班风、学风和院风奠定基础。素质拓展

训练包括班级破冰、穿越雷阵、生死电网、珠行万里、急

速 60 秒、卓越圈等项目，要求队员有效分析信息、有序

计划统筹、打破思维定势、团结沟通合作等，引导学生在

思想和行为上实现真正的跨越。  

图：2022 年新生入格素质拓展训练 

（五）职业行为养成——社交礼仪和职业塑造训练 

培养学生良好的站姿、坐姿、走姿，纠正学生的不良

习惯，塑造优雅形体形象，提升学生求职面试成功率。通

过“社交礼仪工作坊”和模拟职场训练使学生树立礼仪意

识，基本掌握礼仪原理、方法和规范，培养学生形象管理

能力，塑造良好的礼仪修养和职业素养。 



 

 

 

 

 

 

 

  图：活动宣发与反馈 

 

 

 

 

 

 

  图：社交礼仪工作坊，一次训练，一次成长 

 

 

 

 

 

 

  图：同学们满满的收获、会心的微笑 

 



四、案例实效和特色 

大学生的行为养成教育对于未来的职业发展、人生发

展至关重要。本案例立足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从

细微处回归学生日常生活，形成了一项滋养打动人心的教

育案例，激发了学生的潜能与善意、促进了学生健康成长

和全面发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以礼塑信，塑造了学生文化自信  

中华传统礼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教育、

改造、渗透和内聚的功能。中华礼文化中的优秀基因理所

当然成为大学生行为养成教育所吸纳取材的源头活水，自

本案例实施探索以来，活动人次达 1000 人，学生真切感

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真

正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有效引领。 

（二）以礼辅智，提升了学生社会技能 

 行为养成教育理应与专业教育并重，本案例强调行

为规范的引导，重点培养学生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强化了学生的律己意识，通过实训教育帮助学生树立了礼

仪意识，基本掌握了礼仪原理、方法和规范，培养了学生

形象管理能力，对塑造良好的礼仪修养和提升职业素养起

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以礼怡心，助力了学生心理健康  

古琴、茶会、焚香、插花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舒缓心理



作用，学生参与和体验的感觉是愉悦而轻松的。各类日常

规范教育、社交礼仪训练从实践方面给予了学生有效的指

导。各项活动的举办既给学生创设了轻松、愉悦的心理场

景，也有效应对了网络负面消极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以礼化美，培养了学生审美素养  

本案例具有丰富的审美涵育元素，从学生的文明行为、

文雅生活、文质修为三方面着力，注重学生的审美参与式

体验，培养了大学生的审美认知、审美判断和审美创造能

力，把整个教育过程转化成为美的欣赏、美的表现和美的

创造活动，切实提升了学生的审美素养。 

五、案例推广价值 

本案例的工作成果、特色在西南大学产生了较好的影

响，已在多个学院学生中推广应用，其中审美涵育版块的

探索已逐步在教师中推广，深受师生喜爱。下一步团队将

进一步丰富和创新工作方法，扩大品牌活动影响力，力争

在市内高校开展交流分享，在新媒体平台动态展示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