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８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１年４月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１８　Ｎｏ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基金项目：２０１０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项目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促进大学生读书以提高主体素质》（２０１０Ｎ３７）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大学生的主体素质亟待通过图书阅读加以提高

傅争鸣

摘　要：与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预期相比较，目前在校大学生的主体素质存在明显差距。图书阅读

量少质差与大学生主体素质低下之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通过大量阅读图书弥补大学生人格缺陷，从认

知和实践、道德和意志、情感和审美诸层面，整体提高大学生的主体素质，当前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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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 “一体化”进程

加速，各国之间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冲突日

益频繁并不断深化，社会对所需人才主体素质的要求不

断提出更新、更高的标准。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将是我

国今后几十年间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但

是，与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预期相比较，目前在校大

学生的主体素质，却存在着明显差距。

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概括起来相对比较困难，

但好在有一个现成的框框可供我们参考。联合国２１世
纪教育委员会曾在１９９６年召开的 “２１世纪人才素质讨
论会”上，为当代大学生必备素质提出了六条要求：ａ
积极进取、开拓的精神；ｂ崇高的道德品质和对人类
的责任感；ｃ在急剧变化的竞争中，有较强的适应能
力和创造能力；ｄ有宽厚扎实的知识基础，有广泛联
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ｅ有终身学习的本领，
适应科学技术综合化的发展趋势；ｆ有丰富多彩的健康
个性，具有与他人协作以及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１］。

上述六条必备素质，又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以下三类

内容：

一是关乎认知和实践的素质。其核心内容，包括主

体具有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和进行是非判断的认知尺度

体系，具有求真不倦、自主获取知识、在认知修养和实

践水平方面不断自我完善的习惯和能力，具有在理论和

实践中发现问题、运用已有知识解决未知难题的热情和

能力等等；

二是关乎道德和意志的素质。其核心内容，包括主

体具有相对完整的价值结构和进行善恶判断的道德尺度

体系，具有求善不倦、以推动崇高的社会目标为己任、

以献身于人类发展事业为动力、在道德修养和行为自律

方面不断自我完善的习惯和能力，具有在充满压力和诱

惑的环境下，坚守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知难而上，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意志和能力等等；

三是关乎情感和审美的素质。其核心内容，包括主

体具有相对完整的、与自身知识结构、价值结构相互支

持的情感结构，和进行美丑判断的情感尺度体系，具有

求美不倦、以积极的审美态度和友谊、协作、荣誉、社

会归属感等高级 “社会情感”支撑人生目标、在审美

修养和情感导向方面不断自我完善的习惯和能力，具有

在社会生活中欣赏美、守护美和创造美的冲动和能力

等等。

对照上述要求，目前我们的多数在校大学生，在主

体素质上还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距。

第一，知识结构不健全不完整。专业知识的掌握上

量少面窄，视野封闭，缺少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

的自觉；学习目的上应付考试、获取就业 “敲门砖”

等实用主义色彩严重，缺少以求真为目标的动力和创新

热情，基本不具备通过自主学习，在认知层面上不断自

我完善的习惯和能力；对人类历史、文化和贯穿于社会

变迁史中的发展规律所知甚少，对本国文化传统、现实

国情和社会生活的认识一知半解、偏颇狭隘，对现实问

题———尤其是繁杂社会问题的分析和是非判断上，缺少

客观、明晰、系统、自洽的理性尺度，缺少去伪存真、

抽丝剥茧，深入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

第二，价值结构不健全不完整。自我中心色彩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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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往往以是否符合个人的眼前利益为判断善恶的尺

度，社会责任心相对薄弱，缺少为人类发展事业献身的

远大理想、精神动力，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基本不具

备通过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和行为自律，在价值层面上不

断自我完善的习惯和能力；面对困境往往只知怨天尤

人，而不知反求诸己，在社会、团体和家庭生活中，往

往只要求享有权利而不愿承担与这些权利相对应的义

务；缺乏以求善为目标的内在动力，在压力和诱惑面

前，依靠自我控制以坚守道德底线的能力不足，缺少为

坚持和追求善不计个人得失的情操。

第三，情感结构不健全不完整。未能形成情感结

构、知识结构、价值结构 “三位一体”、相互支持、互

为前提的统一关系；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交际圈为半

径的情感对象域狭小，与 “崇高”相联系的高级 “社

会情感”发育不良， “情商”低下，易受负面情绪支

配，积极的情感导向力薄弱；美丑判断尺度模糊、矛

盾，对美———尤其是 “社会美”、 “精神美”的感受迟

钝；坚持和追求美的内源性动力缺失，未能将积极审美

态度和高级 “社会情感”，转化为自身实现人生目标的

动力和支柱，基本不具备通过主动加强审美修养和情感

模塑，在情感层面上不断自我完善的习惯和能力。

以上的概括，或许因有些极端而有失全面。但是，

目前我们在校大学生主体素质的 “实然”，与联合国２１
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的标准和我国今后几十年社会发展

对人才素质预期的 “应然”相比，二者间存在着明显

的差距，这点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今后三四十年祖国的希望、民族的命运和社会的前

途考虑，对目前在校大学生———未来社会中坚力量这一群

体主体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其轻描淡写，倒不如讲得稍

严重些以期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更为有益。

导致目前在校大学生主体素质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之一，便是目前

在校大学生的图书阅读状况，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

看，都不足以发挥出图书阅读在对主体素质素模塑方面

应有的重要功能。

犹太人的主体素质之高为世界公认。全球犹太人口

仅占世界总人口的 ０１％，但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竟有
１８７％是犹太人；在过去的２００年间，全球犹太人数量
只有中国人口的 １／２００，但在拥有世界级伟的人数量
上，犹太人却是中国人的１００倍。犹太人主体素质如此
之高，与犹太民族崇尚读书、将图书阅读内化为整个民

族的习惯是分不开的。据说，年均个人读书量犹太为

６８本，俄罗斯为２８本，而我们中国仅为２８本。一个
民族的主体素质水平，与该民族成员的图书阅读量呈正

比例关系，而一个民族的成员是否勤于读书，则以该民

族的在校大学生是否热衷于图书阅读为显著标志。

一年前，我们曾以问卷形式，对在校大学生阅读

图书的基本情况进行过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在 “应试

教育”的重压下，大学生进校前图书阅读量甚低，根本

未能养成自觉阅读图书的习惯；进入大学后，图书阅读

量虽较前有所增加，但又因缺少 “童子功”训练，独

立判断图书价值的能力偏低，无法从自身学业和人格模

塑的需要出发，制订目的明确的、系统化的图书阅读计

划，因此，多数大学生不仅未能于在校期间养成读书习

惯，而且随着学龄增长，其读书热情和人均读书的数量

还会逐渐降低［２］。在校大学生阅读图书的这一状况，与

他们主体素质偏低的状况，恰恰是互为表里的。

胡适曾指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知识学问和经

验的一种记录，我们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

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

材料的来源。”［３］事实上，大量阅读图书，是读者尤其

是青年读者主体素质得以全面提高的重要途径。

从认识结构层面上看，大学生主体素质的不足，与

图书阅读的量少质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不通

过大量阅读图书开阔思维领域和学识眼界，就走不出误

把教材上的有限内容等同于全部 “专业知识”的狭小

视野，更无法借助由大量阅读图书获得的 “通识”营

养，把学习知识与创造性地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耦合

起来；不通过大量阅读图书接触和了解各家学派的异同

及有关学术争论，就无法培养起理性的批判精神，无法

进行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独立思考，更无法在这一过程

中，品尝追求真理的无限乐趣并将求真化为学习的内在

动力，养成不断完善知识结构的自学习惯；不通过大量

阅读图书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了解我们的传统文

化、历史和现实国情，就无法跳出由相互冲突的表相所

编织的重重迷思，从宏观上高屋建瓴地把握世界的本

质，无法在对重大原则问题、繁杂社会问题进行是非判

断时摆脱盲目性，建立起以科学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理性

尺度。

从价值结构层面上看，大学生主体素质的不足，也

与图书阅读的量少质低密切相关。不通过大量阅读图书

接受 “善良”教育和人文关怀教育，就难以跳出个人

狭隘立场的局限，将个人的前途与民族命运和人类命运

迭印在一起，就无法树立与伟大的理想、信仰和信念价

值取向一致的奋斗目标；不通过大量阅读图书，就难以

为自己树立明确的人生价值目标和人格模塑目标，无法

培养起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不通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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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阅读图书，就难以在不断的自省中，抛弃为私利所裹

挟的种种偏见，把握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进行善恶评

判的科学价值尺度，就无法将 “求善不已”转化为自

己毕生的内在需求，无法在压力和诱惑面前，为道德自

律提供足够强大的精神支柱；不通过大量阅读图书，就

无法以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为效仿榜样，自励、自警，

在实现人生目标的奋斗过程中，不断获得冲破一切阻力

攻克一切难关的坚强意志。

从情感结构层面上看，大学生主体素质的不足，同

样与图书阅读量少质低的现状分不开。不通过大量阅读

图书接受情感审美教育，就难以突破封闭狭小的人际交

往圈，克服 “社会化不良”综合症，在同情、亲情等

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建构起完整、健全的 “情商”体

系，更难以建立起友谊、爱情、荣誉、团体归属感和团

体成员依恋感等 “高级社会情感”；不通过大量阅读图

书，就难以把握在社会生活中区分美丑的科学审美尺

度，就无法将对美的追求与对真、善的追求统一起来，

并将这种追求转化为自己的内在需要，视这种追求为人

生最大美事和最大乐事，从审美角度，为求真、求善，

实现崇高人生目标的奋斗，提供强大的精神后盾和无尽

的情感动力。

综上，大量阅读图书实为全面提高大学生主体素质

的重要途径之一。

２００１年，对全国１１４万名大学生的调查表明，目前

１７％的在校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或心理异常表

现；大学生心理疾患，已成为高校的常见病和多发

病［４］。这一调查结果，从某个特定角度揭示出了两条结

论，即一，刚入校的大学新生，其人格已呈现为 “先天

不足”状态；二，目前在校大学生的智、意、情发育和

人格方面表现出来的病态，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由

于种种原因，导致这种状况发生的某些社会前提———如

“应试”教育、独生子女政策、人才选优机制等等，若

要调整到更为合理的状态，恐怕尚需假以时日；所以，

通过大量阅读图书弥补大学生的人格缺陷，以全面提高

其主体素质，就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便显得尤为紧迫

和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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