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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校辅导员专业化”丛书，是教育部重大课题“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会重点课题“高校辅导员工作专业化研究”的最终成果。
　　丛书的基本宗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当代社会
与大学生学习、生活实际为基础，以我国民族文化为背景，以发达国家相关学科知识为借鉴，以促进
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旨在探索、形成有中国特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体系，实现高校
辅导员工作专业化与科学化，培育大学生良好德性与非智力因素，与智育紧密结合开发人才资源。
　　丛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满足大学生成长成才需要，并根据大学生的这一根本需要，研究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和高校辅导员队伍的职能实现。
成长成才是大学生发展的主线，也是辅导员工作的根本任务与目标。
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既是个体不断学习、选择、提高的自主性过程，也是个体不断认识、适应
、推进社会发展的社会化过程。
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一切领域都呈现学科化与科学化的发展趋势，所有群体都有开展竞争与自主创新
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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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生力量。
处在社会快速发展、竞争激烈背景下的大学生如何成长，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大学生成才理论与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才学、
心理学等多门学科韵知识，对大学生成才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
。
主要内容包括：大学生成才相关概念的内涵、当代大学生成才的背景与使命、大学生群体的历史演变
、我国大学生群体的现状、国外大学生成才的理论与实践、大学生成才的矛盾与心理状况、大学生成
才的向度和维度、大学生成才的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大学生成才的社会认同与社会价值以及大学生
素质测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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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洪铁，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重点文科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市重点学科“思想政治教育”负责人，
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人才研究会人才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长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才学研究与教学。
出版独著2部，合著40余部；在《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中国
人才》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先后承担省部级课题11项。
代表作有：《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基础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学专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人才资源开发研究》、《人才学原理》、《中国西部人才资源
开发研究》、《现代人才资源开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人才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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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绪论一、大学生成才相关概念的内涵（一）人才的含义、类型和本质属性（二）人力资源、人才
资源、人才资源开发的内涵（三）大学生成才的含义、类型二、大学生成才的过程（一）专业基础理
论学习阶段（二）专业理论学习和专业技能培养阶段（三）毕业实习或毕业设计阶段三、研究大学生
成才的价值（一）研究大学生成才的理论价值（二）研究大学生成才的实践价值第一章 当代大学生成
才的背景与使命一、当代大学生成才的背景（一）当代大学生成才的国际背景（二）当代大学生成才
的国内背景二、当代大学生成才的历史使命（一）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
人（二）大学生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后备军（三）大学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第二章 大学
生成才的指导理论与学科理论一、大学生成才的指导理论（一）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二）
马克思主义关于青年成才的理论（三）科学发展观二、大学生成才的主要支撑学科（一）马克思主义
哲学与大学生成才（二）高等教育学与大学生成才（三）人才学与大学生成才第三章 大学生群体的历
史演变一、近代高校的出现与大学生群体的形成（一）近代高校的出现（二）近代大学生群体的出现
二、民国时期大学生群体的演变（一）高等教育办学指导思想和政策的演变（二）国民政府时期高校
的类型和规模的演变（三）国民政府时期大学生群体的数量和类型及特点三、革命根据地大学生群体
的演变（一）革命根据地的高等教育办学指导思想和政策（二）革命根据地高校的类型和规模的演变
（三）革命根据地大学生群体的数量和类型变化四、新中国大学生群体的演变（一）新中国成立17年
大学生群体的历史演变（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学生群体的历史演变五、改革开放后大学生群体的
演变（一）高考制度的恢复和大学生群体的变化（二）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大学生群体的发展（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生群体的发展六、我国大学生群体演变历史的当代启示（一）国家
办学指导思想和政策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和大学生群体成才的关键因素（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为大
学生成才提供物质保障（三）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是培养大学生成才的条件（四）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
是培养大学生成才的支撑（五）大学生主观能动性发挥和自我修养的加强是成才的基础第四章 我国大
学生成才的时代特征一、大学生群体竞争成才（一）大学生群体的结构（二）面向世界竞争成才（三
）面向社会竞争成才（四）大学生个体间竞争成才二、大学生学习成才（一）大学生自主学习成才（
二）大学生合作学习成才三、大学生择业创业成才（一）大学生择业成才（二）大学生创业成才第五
章 国外大学生成才的理论与实践一、国外大学生成才的目标取向要求（一）国外大学生成才的德育目
标要求（二）国外大学生成才的业务目标要求二、国外大学生成才的政策保障体系（一）保障大学生
成才的法律及政策（二）国外大学生成才的经济资助体系（三）国外大学生成才的管理模式三、国外
促进大学生成才的途径（一）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学习方式（二）加强职业训练，提高实用
技能（三）国际交流与合作化培养（四）鼓励自主创业活动四、国外大学生成才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一）切实贯彻和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高度重视大学生成才（二）加强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保障大
学生成才制度化（三）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促进大学生成才（四）拓展社会实践活
动领域，提高大学生动手操作能力（五）加强创业教育和引导，倡导大学生自主创业第六章 大学生成
才的矛盾与心理分析一、大学生成才的矛盾（一）自发成才与自觉成才的矛盾（二）片面成才与全面
成才的矛盾（三）依赖成才与自主成才的矛盾（四）侥幸成才与持久成才的矛盾⋯⋯第七章 大学生成
才的向度和维度第八章 大学生成才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第九章 大学生成才的社会认同与社会价值
第十章 大学生素质测评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生成才理论与实践>>

章节摘录

　　随着人才学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人才定义的探索也在深入。
叶忠海教授给人才是这样下定义的：“人才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能以其创
造性劳动，对社会或社会某方面的发展，作出某种较大贡献的人。
”这个定义，在继承和保留王通讯定义精华部分的基础上，其意义概括起来讲有两点：第一，提出了
“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这样的限制词，这一提法规定了人才劳动的社会性。
人才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时代性，无论是他的成长、他的劳动，还是他的贡献，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
条件。
强调这一点，既有助于我们认识人才的成长和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也有助于认识一定社会条件
会给人才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带来某些局限性，使我们能一分为二地认识人才。
既要看到他在社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所作的超越常人的贡献，也要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给人才的内
在素质以及他们的劳动成果上造成的缺陷。
第二，强调人才应具备一定的素质。
定义提出人才必须“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
人才能够对社会发展作出某种较大的贡献，素质是其内在依据。
没有良好的素质，就无法作出较大的贡献。
这两点克服了王通讯给人才所下定义的不足，把对人才内涵的探讨推进了一步。
　　以上两个关于人才的有代表性的定义，对深化认识人才的内涵和促进人才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两位学者的贡献在人才学理论界得到了高度的认同。
但是，人才学的理论不断地在新的实践中发展，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定义存在
的不足也暴露出来。
其不足之处在于：　　一是强调人才是以创造性劳动来为社会作贡献的。
作这种强调，其方向是对的，但表述的内涵不准确。
我们判断人才对社会作贡献的依据是他的劳动成果而不仅仅是创造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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