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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素质教育是大学育人的重要教育理念。
大学生活动作为大学课外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和实现方法。
本书从教育者的角度，探索如何通过大学生活动来促进大学生的成人、成长、成才，培育大学生的个
性和主体性，提升大学生全面素质，拓展大学生能力，促进大学生优良品德的形成和身心健康，以实
现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一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本书层次清晰，思路开阔，既有抽象的理论阐述，又有具体的案例剖析；既有历史层面的反思，又有
现实层面的观照；既着眼于中国大学生活动的现状，又放眼全球，借鉴和吸收国外大学生活动的精髓
。
    本书可作为高等教育研究者、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大学生活动理论研究读本，也可作为
青年学生进行大学生活动实践的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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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大学教育目的与宗旨　　一、教育目的　　目的是指想要达到的地点或
境地，想要得到的结果。
目的性是人类活动的一个根本特性，也是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
可以说，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具有预期的目的。
教育目的问题是教育的基本问题，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如果说教育的本质问题要回答的是教育“是什么”的问题，那么，教育的目的问题，要回答的就是教
育是“为什么”的问题。
所谓教育目的，是指社会对教育所要造就的社会个体的质量规格的总的设想或要求，它既规定着把受
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根本性问题，又规定了教育的方向。
也就是说，在进行教育活动之前，人们对于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已经在观念上有了某种
预期的结果或理想的形态。
人们之所以进行教育活动，也就是要引起受教育者的身心发生预期的变化，形成他们的个性，使他们
成长为合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
这种预期的结果或理想的形态，就是我们所说的教育目的。
　　翻开人类教育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不同地域的民族和国家，有着各种
不同的教育目的。
　　在古代，孔子有感于当时社会的实际，提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将士培养成为君子”，这样的君
子必须“有道德有才能可从政”。
《大学》开宗明义规定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每个人为学做人的第一步就是“明明德”，即把人天生的善性发扬光大。
进一步的目标是把个人自身的善转化为民众的善，即“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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