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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
人的文化基因 ， 将其融入大学
生德育是新时代赋予高校的重
要使命 。 中华文化与传统美德
的中心是儒家 ， 而儒家思想强
调 ， 建立道德人格须从孝亲的
养成开始 ，孝亲是君子品质 、国
家情怀和天下意识的起点 。 有
鉴于此 ， 我们设计了一套从孝
亲到公益的连贯性培养机制 ，
以 推 己 及 人 的 忠 恕 之 道 为 方
法 ，逐渐向外推扩 ，帮助学生建
立起一种心系家国天下的道德
责任意识 。

首先 ， 儒家认为 “孝悌也

者 ， 其为仁之本与 ”“立爱自亲
始 ”，一个人道德培养的起点应
该是孝亲 ， 孝亲有血缘天然的
纽带和养育之恩作为基础 ，最
容易引导和培养 。 历史上的齐
桓公重用爱他甚于父母 、 孩子
的卫公子方 、易牙等人 ，最后竟
被这些人困于宫中病饿而死 。
有鉴于此 ， 儒家坚持认为孝亲
是最基本的道德 ，忠诚 、爱国等
等一系列道德原则 ， 如果没有
建立在孝亲的基础上 ， 都是不
稳定甚至可疑的 。 因此 ，我们专
门就大学生孝亲行为的文化特
点 ，结合大学生活的时代特征 ，

倡 导 大 学 生 采 取 如 下 孝 亲 行
为 ： 第一 ， 假期在家多陪伴父
母 ，与父母多谈心 ，帮助父母做
家务 ；第二 ，在校期间 ，每周至
少一次打电话问候父母 ；第三 ，
用网购的方式给父母买一件礼
物 。 通过这些方式 ，让大学生能
够践行孝亲 ，理解亲情 ，建立起
良好的道德基础 。

其次 ， 儒家强调以推己及
人的忠恕之道为方法 ， 将对亲
人的爱拓展到更大的范围 。 因
此 ， 我们从 “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 ”的原则出发 ，引导学生进行
道德情感的第一步推扩 ， 要求
学生在生活中助老敬老 ， 并鼓
励 学 生 利 用 课 余 时 间 进 入 社
区 、进入敬老院 ，开展志愿服务
等社会实践活动 。 在慰问 、关爱
老年人的同时 ， 收获助人为乐
的幸福感 ， 理解即将到来的老
龄化社会中年轻人的责任与担
当 。 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实践 、
赢得切实效果 ， 学院设计并不
断修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学生实践手册 》，将敬老
等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作 为 必 做 任

务 ， 要求学生必须完成 ， 并将
《手册 》纳入课程总成绩之中 。

最后 ， 再进一步扩大学生
的关注范围 ，升华学生的道德
情感 ， 引导学生参与社会 、理
解社会 、服务社会 。 通过前后
两 任 学 院 领 导 和 罗 道 全 等 各
位教师的努力 ，我们与中国好
人网合作 ，连续 8 年不间断地
带领学生参加谈方教授的 “帮
好人万里行 ” 大型公益活动 ，
走 遍 中 国 ，去 探 访 、慰 问 那 些
在各行各业中艰苦奋斗 、 默默
奉献的好人们 ，包括兢兢业业 、
不辞劳苦的掏粪工人 ， 助人为
乐 、无怨无尤的雷锋司机 ，身残
志坚 、奋发有为的残障人士 ，见
义勇为 、 壮烈牺牲的烈士的家
属 ，甚至还有南征北战 、为共和
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革命军人
等 。 一方面 ，为他们提供一点帮
扶 ，让 好 人 得 到 “好 报 ”，激 励
起更大的社会正能量 ；另一个
更为重要的方面 ，就是让大学
生通过实时实地 、真人真事的
方式 ， 感受到道德的力量 ，获
得心灵上的震撼 ，从而建立起

关 爱 他 人 、服 务 社 会 、心 系 天
下的道德人格 。 这些学生回到
学 校 后 还 要 给 其 他 没 有 参 加
活动的人进行宣讲 ，使他们也
得到感染和教育 。

一个人道德人格的养成 ，
不是凭空而来的 ， 势必要通过
知行合一的途径方可达致 ，我
国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对此颇有建树 。 儒家强
调道德观念不可能通过简单的
书本说教获得 ， 也不能单靠推
理论证获得 ，而要在 “涵泳 ”中
“体知 ”。 也就是在具体的道德
实践中获得感触 ， 在自身的亲
自体验中理解道德 ， 而且要循
序渐进 ， 从孝亲开始 ， 逐步推
扩 ， 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良好
稳定的道德人格 。 我们结合新
时代的特点与需求 ， 将传统文
化这种德性修养的方法有机融
入到大学生德育工作中来 ，获
得了一定的效果 。 我们也期望
有更多的公益组织和有识之士
参与进来 ， 一起为提升大学生
道德素养乃至于中华民族的道
德素养共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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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 “99 公益日 ”已
经落下帷幕 ，无论结果如何 ，都
意味着过往 。 在欣喜之余 ，我们
不妨思考 ，从中收获了什么 ，又
有哪些遗憾 ， 过往的经验如何
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参照 。 这就
让复盘显得尤为重要 。

联想创始人柳传志曾说 ：
“在这些年管理工作和自我成
长中 ，‘复盘 ’ 是最令我受益的
工具之一 。 ”

复盘的 3 个收获

世事万变皆有因 ， 世事如
棋局局新 。

“复盘 ”这个词最早来源于
棋类术语 ，是对局完毕后 ，重新
按照原先的步骤演示对弈的过
程 。 棋手从中检查对局双方关
键的思考和行动 ， 总结经验教
训 ，为下一次博弈做准备 。 复盘
被认为是棋手提升水平的最重
要方法 ，可以通过客观的视角 ，
看到双方优势与不足 ， 从而将
别人的经验化为己用 。

复盘是动态连续的 、 是立
体化的 ， 包含了对过去的归纳
和对未来的探究 ； 而常规的总
结是静止的 、是平面化的 ，更多
的是对过去结果的呈现 。

对于社会组织而言 ， 复盘

可以帮助我们校准方向 、 优化
流程 、规避风险 。

首先 ， 复盘能够验证机构
99 公 益 日的 筹 资 目 标 是 否 合
理 ， 知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
认为 ，“要用结果来检验动机 ”。
机构的管理者 ， 可以从组织发
展 、团队发展 、项目发展三个角
度去思考 99 公益日的价值 。

除 了 达 成 具 体 的 筹 资 目
标 ，社群构建与维护 （筹人 ）、历
练团队 （能力建设 ）也应纳入管
理者的视野 。 同时 ，应该根据机
构的资源和实际情况去设定目
标 ， “用打胜仗来激励团队 ”更
加事半功倍 。

人 们 常 说 “ 魔 鬼 在 细 节
里 ”，在筹资实践中 ，存在着各
个细微的环节 ， 这些环节环环
相扣 ，导致了最终结果 。 复盘的
过程 ，也是重新回顾细节 ，优化
流程的过程 。 知道了哪些地方
有可能做得更好 ， 才能在下一
次实践中迭代 、升级 。

“可以预见问题是困难 ，没
有觉察的问题才是风险 ”。 人的
自我意识和组织运营中 ， 都存
在着惯性 。 如果一个机构的筹
资工作 ，总是出现相似的问题 ，
那么很有必要借助外脑进行反
思 。 而复盘能够帮助我们发现
各种隐患 ， 让自己避免再犯同

样的错误 。 有了战略层面的升
维 ， 才能大大降低战术上的失
误的几率 。

复盘的关键步骤

首先 ，将结果与目标比对 。
例如 ：目标动员 1000 人发起一
起捐 ， 实际上有 800 人发起了
一起捐 ，那么完成比例为 80%。
这样就可以看到总体结果以及
各个阶段工作完成的情况 ，判
断今年 99 公益日的总体成效 。

其次 ， 回顾计划与实施过
程 。 这个环节需要管理者和团
队一起进行回顾 。 对于组织分
工 、产品设计 、企业合作 、社群
动员 、传播推广等关键动作 ，进
行总体评估 。 并且 ，列出各个环
节进度与质量的评分 ， 以及取
得达成这样的成果 ， 采用了什
么方法 ，动员了哪些资源 。

在复盘时 ， 整个团队要逐
一分析各个环节的工作是否都
达成了目标 ，成果与计划之间 ，
在质量 、 数量 、 进度上是否一
致 ， 思考哪些因素对结果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 。 只有这么细细
地 “过筛子 ”才能发现整个计划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不以结果为导向的分析
都是在耍流氓 ”。 回顾与分析的

目的 ，不仅要展示过程 ，也要提
取经验 ，生成改进方案 ，指导实
践 。 经过分析与评估之后 ，整个
团队已经对 99 公益日中的 成
果 与 过 程 有 了 相 对 客 观 的 认
识 ，接下来可以群策群力 ，产生
新的行动计划 。

具体来讲 ， 可以通过分组
讨论 ，明确哪些工作投入产出
不合理或者方法不对 ，应该停
止 。 哪些工作达成了既定的目
标 ，方法得当 ，可以继续 。 哪些
工作是原先忽视的 ，应该列入
新的计划 。 只有到了这一步 ，
复 盘 才 能 对 未 来 的 工 作 提 供
参照 。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组织复
盘 99 公益日， 需要以数据为基
础 ，既要注重结果 ，也要回顾过

程，才能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
然”。有条件的社会组织，还可以
开展和同类型组织与项目的对
标，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

筹资实践和项目中 ， 都会
遇到各种变化 。 只有敏捷 、柔
性化的管理才能有效应对 。 每
个项目结束之后 ，都应及时复
盘 。 上述的复盘工具与方法 ，
不仅可以用于筹资与传播 ，也
可 以 用 于 机 构 多 个 部 门 的 不
同项目 。

复 盘 源 于 古 老 的 东 方 博
弈 ， 这个过程也是对团队的心
理锤炼 。 当一个人或组织形成
了及时复盘的习惯 ， 才能建立
思维的闭环 。 这也将大大提升
我们的工作成效 ， 是优秀的管
理者追求卓越的必由之路 。

10分钟学会
99 公益日复盘的 3个关键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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