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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广视域下“立德树人”实现路径研究

师晓青 ［山东大学（威海）图书馆］  

惠涓澈 （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摘    要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学生素质提高和文化传承，也能在这一服务育
人中承载起“立德树人”教育这一神圣使命。阅读推广活动是内化式“立德树人”有效载体，红
色主题阅读、经典品读、深阅读省思、真人图书的榜样力量、文化空间育人等是德育的主要路径。
在此过程中，应当突出德之思想、挖掘德之内涵，实现阅读推广活动的多重目标兼容。

关键词   阅读推广  立德树人  道德内化

DOI: 10.13663/j.cnki.lj.2022.01.010

Approaches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during 
Reading Promotion
Shi Xiaoqing   (Weihai Branch, Shandong University Library) 

Xi Juanche   (Library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Reading promotion by university libraries can not only directly promote students’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but also bear the sacred mission of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Reading promotion is an effective carrier of internalized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main ways of moral 
education are reading with red themes, reading classics, deep reading and reflection, the impact of real 
example people, and educating people in cultural space. In this process, the thought of morality should 
be highlighted, the connotation of morality should be explored, and the multi-objective compatibility of 
reading promotion should be realized.
Keywords Reading promotion, Foster character and civic virtue, Moral internalization

0  前言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国家、民族、

政党，拥有共同的道德和价值观是赖以存在和

发展的根本前提。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统一思

想，建设共同的道德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1]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5 月

2 日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特别强调，“要把立

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 [2]。2019 年 2 月

中央发布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

其中首要任务就是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 [3]。

在“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高等教育改

革中，高校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资源中心和知

识文化中心，同样担负着服务育人和文化育人

的重要使命。如何将立德树人融入阅读推广服

务，帮助大学生解决“如何做人”和“做什么

人”的困惑，本文尝试结合工作实践，提出实

现的基本路 径。

1  立德树人的时代内涵
早在先秦时期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中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

言，虽久不衰，此之谓不朽”[4]。可见立德是

立功、立言之先和前提。《管子·权修》：“一

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

身之计，莫如树人。”[5] 这说明树人是终生的事

业，是一项系统复杂而又长期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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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包括“立德”与“树人”两个方

面，二者是有机统一体。因此，“立什么德”，首

先要考虑“树什么人”的这个问题。习近平总

书记在 2018 年 9 月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培

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们的教育必

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

务”[6]。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以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出发，强化教育引导，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

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7]。“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表述，为树什么样的人

赋予了新的时代内 涵；在“立什么德”方面，

包含立成“人”之德和时代之德的两层内 涵。

1.1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德观

成“人”之德，实质上反映的是主流社会

的传统道德。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哲学道德观，

就是指以儒家思想为典型代表的传统道德。儒

家要求人们按照中庸之道来行事做人，即折中

调和，不要棱角分明；以及所主张的仁者爱

人、和为贵的忠恕之道待人原则等。至今，这

些道德规范仍然是国人为人处世的重要准则。

儒家思想小至为人处世，大至治理天下，均有

理想准则。我们熟悉的“修身、齐家、平天

下”，可以说就是儒家实现其天下为公这一政

治理想的基本途 径。

1.2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

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

立场、观点和方法，有助于深刻理解道德内

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道德观是包括道德

意识和道德实践两个方面。首先，道德具有社

会性。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物质生产和交换的过

程中，为调节相互关系和行为规范的需要而产

生的。其次，道德具有实践性。道德行为是道

德意识的实践，反映人的道德修养水平。因为

道德遵循人性向善的实践理性，所以道德规范

的最终目的，就是引导人性向善，鼓励行善，

向好的方向发展 [8]。同时，按照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观，道德具有历史性，是一个历史范畴。

就是说，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思想，会随着生产

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的。

1.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观的主要内涵

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内容，详细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思想

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后，我们认为，时代之德

的内涵，应该包括这样几个主要的方面：树立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厚植中华传统美德，弘扬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念和人与自

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意识 [9]。

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初次公布于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

题的决议》，在此基础上，2001 年印发了《公

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进一步做了补充、丰

富和发展 [10]；2019 年颁布实施的《新时代公民

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继承了主要内容和载体

途径的同时，立足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的

要求，进行了创新创造，进一步丰富、发展、

完善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内 容。

落实好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必须加强

思想道德建设，提高人们道德的自觉践行能

力。人的道德观和价值体系是后天教育引导形

成的，那么将社会普遍的道德原则与规范转化

为自身的行为与习惯过程 [11]，以及道德知识逐

步转化为个人内心的道德信念的过程 [12]，就是

道德的内化。我们认为，道德内化的实现，既

要依靠个体的自我修养，同时，道德实践教育

的积极参与也是很重要的。阅读是践行高校学

科教学和校园文化相融合的重要育人方式，以

兴趣为驱动力的阅读实践可以通过情景再现、

共情共勉、省思觉悟等阅读体验，引发自我审

视，转变思想，树立由内而外的自我成才观，

全面提高道德素质，这是立德树人之根本，也

是内化式立德树人的重要途 径。

2  高校图书馆立德树人教育研究现状
王文华认为高校图书馆是大学生涵养道德

素质的“摇篮”，是高等教育施行立德树人教

育的精神园地，图书馆可以结合资源建设，通

过延伸服务创新，提高大学生品德和修养 [13]。

陈幼华结合国外综合性大学新生教育的一般特

点，探讨新形势下融合阅读和德育教育的新生

教育模式问题 [14]。侯占奎从图书馆“价值引

领，隐性教育”功能视角，提出要从理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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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方法 3 个维度不断创新阅读活动，推行育

人职能 [15]。查道懂和谷娜、张行从图书馆全业

务建设方面讨论了如何实现立德育人的全员化

和机制化问题 [16-17]。

现有文献从资源、职能、平台、机制等大

的架构方面阐述了高校图书馆作为立德树人的

重要阵地，但关于落地实施的具体路径着墨不

多。本文在详细阐述立德树人新时代内涵的

基础上，以儒家、道家关于道德实践观为理

论基础，遵循学科教学和校园文化相融合的

实践育人原则，结合典型案例中阅读实践淬炼

思想、涵养正气的实际效果，以阅读服务为视

角，探讨高校图书馆实现内化式立德树人的有

效路 径。

3  阅读推广活动是实现“立德树人”的 
重要路径

高校图书馆举办阅读活动注重突出主题引

领性、形式新颖性和内容丰富性，主要分为：

图书资源推荐、推广类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的

趣味性活动，传承民族文化的特色空间建设类

活动和文化育人为目的的有思想深度和知识广

度的主题阅读活动 4 个方面，活动形式丰富多

彩。每一类活动都从不同维度创造感同身受情

景，完成立德育人教 育。

3.1  举办“红色主题”阅读活动，筑牢理想信念 

之基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信仰信念是人生的灯塔，指引奋进方向，引领

道德追求。红色主题阅读活动可以让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得以传承。活动中，引导大学生继承

老一辈革命家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奋斗精神，

汲取中华文明精髓，转化为内在气质，铸牢理

想信念之基，勇担复兴强国使命。高校图书馆

围绕红色文化开展的革命题材观影展、党的光

荣历史图片展、党史著作系列推荐阅读活动，

在阅读实践中传承红色血脉、牢筑红色基因，

培育新时代担当精 神。

如 2021 年是建党百年华诞，恰逢山东大

学百二十校庆华诞，山东大学（威海）图书馆

举办“庆党建、迎校庆、学党史——红色读书

角”活动，活动分线下“每日阅读一小时”阅

读打卡和线上“我与山大共成长”主题征文两

部分。活动开营仪式上，特别邀请马克思主义

学院党史专业课教师参加“崇德明礼 增信力

行”党史学习主题沙龙，分享党史学习心得，

传授学习方法和技巧，树立崇高的为人民服务

理想信念。期间还组织观看电影《我和我的祖

国》，并以党史知识竞赛结尾闭营。线上征文

鼓励参与者结合党史学习体会和大学成长故事

撰写读后感，最终按积分累计排名予以奖励。

本次活动包含 21 天线下阅读打卡、读书沙龙、

主题征文、观影、知识竞赛，参与者在老师指

引下系统学习党史知识，养成良好习惯，并且

通过撰写征文，将知识转化为思想认识。经过

爱国爱党教育，端正了学习态度，提升了认知

境界，是非常有效的立德树人实 践。

另外，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结合“五四”

运动 100 周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学四史 
守初心”教育，分别举办专题书展活动，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山东大学（威海）图书馆先后

举办了 “建国七十年百部优秀文学作品展”“改

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精选展”“‘奋斗

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党史著作展”“献礼建

党一百年——习近平个人著作展”，结合国家、

民族重大纪念日，择机举办相关主题展览，践

行爱国主义教育。展出的作品内容蕴涵着的修

身齐家为国效力的远大抱负，展览活动呈现出

浓厚的家国情怀，感染着每一位莘莘学子，有

利于大学生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从思想根

基上传承红色血 脉。

3.2  举办“经典品读”阅读活动，自觉传承中华 

传统美德

中华传统美德是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古

今智者、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都藏在经典著作

的字里行间，名作经典承载着文化的继承和发

扬，品读经典，让中华文明的基因植根于大学

生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是对华夏传统贤德

的礼敬和传承。高校图书馆精选具有爱国主义

思想教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内容的作品，特别是

与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纪实性小说和具有

民族英雄气概的人物传记，通过开展经典诵读、

书评、演讲等活动，引导大学生深度品鉴作品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体会作品传递的思想情感，



感受家国情怀，滋养心灵，以古圣先贤激发民

族自豪感，增强责任意识，做到知礼明德教 育。

如南京大学图书馆的“悦读经典”活动开

展十多年，在校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对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具有引领作用。

南京大学图书馆在主页开设了“悦读经典”栏

目，分类展示中华经典著作，并且围绕经典作

品组织系列讲座、相关展览、专题读书会、影

视鉴赏、诗文诵读、知识竞赛等阅读活动，揭

示经典著作与现代生活的关联，追寻中华民族

文化之渊源。面向读者的经典赏读过程始终围

绕着传承中华民族伟大斗争精神，发扬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活动从形式上看似零散，但精神内涵高度统

一，目标一致，既新颖又成体系。每一部经典

著作都是打动人心的德育教材，“悦读经典”系

列鉴赏活动牢筑民族文化精神，不同角度的深

度解读彰显出经典品读活动立德树人教育之广

泛启发性，阅读实践中蕴含着道德内化教 育。

3.3  举办“深阅读”活动，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 

精神

深阅读是相对于新媒体带来的浅阅读而

言，重点强调读者与适合其阅读的对象相遇，

在相宜的情境下，产生了积极的高参与度的阅

读行为。深阅读意味着在完成一般功能性知识

学习的同时，通过对阅读内容的领悟、省思，

提高认识，促进心智成长，收获勇于超越自我

的优秀品质，实现提升自我的阅读目的 [18]。高

校图书馆深阅读推广活动，通过组织主题研

读、读书打卡等活动，增进读者对作品的深入

理解，启发读者在阅读中结合当下社会现象进

行深度思考，不断省思觉知，锤炼思想，在阅

读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涵养积极向上

锐意进取的品格，实现树人教 育。

如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举办《习近平的七

年知青岁月》《改变自己，改变世界》等“同读

一本书”交流分享活动，突出每一期活动主题

与做人做事思考相结合。在同读《习近平的七

年知青岁月》活动现场，领读老师在现实问题

与习近平知青生活之间不断切换，将读者置身于

作品中，将作品描写艰苦生活与当下的幸福生

活进行对比，引导大学生充分理解什么是真正

的困难，懂得珍惜感恩，活动结束后又鼓励大

家撰写读后感。参加本期活动的学生反馈，通

过本次活动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了解，纷

纷表示，要以总书记为榜样，养成自律自觉、求

真务实的优秀品质，为实现复兴之梦而努力进

取，不负韶华。这种由深度参与产生的自我教育

和不断精进彰显出阅读过程中的德育内化功 能。

2020 年上半年因疫情影响线上授课期间，

山东大学（威海）图书馆组织了“书香战疫—

百日读书打卡挑战”活动。为期 100 天的阅读

打卡挑战活动中，参与者在读书群内撰写书

评，互相推荐书籍，积极点评互动，讨论分享

感悟，在阅读交流中建立友情，响应党和国家

的号召，居家抗疫，共克时艰，共同抵御疫情

带来的心理冲击，建立战疫防疫信心。活动期

间参与者多次反馈，虽然参加的是阅读活动，

收获的却是思想的洗礼，认识到危难时刻要

与家国同呼吸共命运，学会了客观理性面对挑

战。本次活动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树人教育，新

时代的担当精神就是在这样的活动中得以锤 炼。

3.4  开展“真人图书”活动，以先进模范引领

道德风尚

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阅读推广中的

真人图书活动，就是邀请出版作者、社会精

英、校友名师作为“真人图书”参与到活动中

来，以自身的奋斗历程进行现身说法。让在校

大学生与图书中的真人之间建立起关联，这种

关联联结着梦想与现实，鲜活有趣，极具亲和

力，近距离交流可以最大限度释放榜样力量，

营造出见贤思齐、争优创新的生动局面。每一

本“真人图书”都是某一方面的优秀榜样，在

策划此类活动时注重突出个人标识性，发挥榜

样的力量，以激发学生积极上进追求卓越的品

质，教育效果优胜一 筹。

山东大学（威海）图书馆在 2020 年读书

节，策划组织了“一院一书”导师领读佳文共

赏活动。通过邀请各院系中深受学生喜爱的导

师推荐、领读图书，效果良好，导师追求学术

的严谨态度，对大学生最有影响力。另外，在

每年迎新季，图书馆组织的“学长有话说——

真人图书”活动，邀请优秀毕业生、学生会干

部、保研考研成绩优秀的学生做客真人讲堂，

师晓青  惠涓澈：阅读推广视域下“立德树人”实现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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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生带来学习、考研保研、就业的经验传授。

他们的求学经历生动有趣，对于刚入学的新生

是很好的激励。活动之后，新生都希望与学长

们进一步交流。为了更好地实现榜样育人，我

们通过线上建立真人书交流群，所有被邀请过

的真人方便在线解答新生的疑问。

3.5  “文化空间设计展示”，有助于从优秀传统

文化中汲取营养

物理空间环境对于人的品性具有重要影

响。古有墨子人性素丝说，墨子运用素丝和染

丝的关系，形象说明环境、教育对人的重要影

响。近年来，图书馆空间改造和服务育人案例

在阅读推广活动中成为一大亮点。济宁学院

的“子悦空间”是结合地域文化建成的大约

600 平方米的儒家文化育人空间，集古籍文献

收藏、古代器物展览、儒家系列讲座、主题活

动、文化体验五大功能于一体，被山东省授予

国学教育示范基地。“子悦空间”从孔子孟子二

位先哲学者的生平介绍、珍贵文献、家具实物

和器具图片等方面建成传统文化展示空间，通

过展演、讲座、研讨、诵读文化体验活动感受

儒家文化的思想精髓，传承思想，传诵经典，

汲取先哲智慧，让儒家文化在多种形式的阅读

活动中活起来，实现空间育 人。

在阅读推广中践行立德树人，既是阅读的

本意，也是高校图书馆服务之创新，也是高等

教育改革的要求。阅读内化式立德树人教育的

研究，推动图书馆被纳入高校思政教育改革的

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发挥第二课堂文化育人

的积极作用，任重道远。图书馆在“立德树

人”教育中的功能发挥需要不断探索与证明，

阅读资源的主题性选取、活动的多元深入开

展、与课程思政的进一步合作以及效果追踪评

价等都值得继续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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