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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新时期大学生的荣辱观教育
!!!

"任瑞红 李院莉 ［江西师范大学 南昌 330027］

［摘 要］ 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委员时做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并要求

广大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本文在对荣辱观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对大学生进行

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最后提出对大学生实施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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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6 年 3 月 4 号看望十届四次

全国政协委员时做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

话。胡总书记用“八荣八耻”精辟概括了新时期荣辱

观的具体内容，提出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具体要

求，并要求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

荣辱观。对于高校来说，对大学生进行荣辱观教育是

继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意见》和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党

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又一次重要指示［1］。下面

就荣辱观的定义，对大学生进行荣辱观教育的必要

性、重要性和途径作进一步的论述。

一、对荣辱观的界定

荣辱是一对对立的基本的道德范畴。荣辱观属

于人生观的基本内容，内含社会和个人对特定事件与

人物的价值判断，反映人的道德价值、生存价值和社

会价值，是一种特殊的道德情感。对荣辱要作出正确

的评判，必须从人的行为的善恶正邪出发，方能对其

本性和根源进行透彻的理解［2］。

荣辱观是个历史的范畴，并且具有鲜明的阶级

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具有不同的荣辱观。恩

格斯曾经鲜明地指出：“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

荣辱观。”［3］战国时期把荣辱观的形成同物质生活水

平联系起来，战国思想家管仲提出：“仓廪实则知礼

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战国的思想家荀子则认为：

“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

无耻之耻，无耻矣。”到了封建等级制度更加完善的时

候，封建阶级把封建特权和等级作为划分荣辱的标

准，是等级鲜明的荣辱观。而胡总书记提出的荣辱观

是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时代性和

很强的适时性。

二、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

必要性

纵观我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内外环境，对大学生

进行荣辱观教育具有必要性。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政治、文化、科技、教

育的影响

周远清在 2001 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说：“经济

全球化现象是 20 世纪最后 30 年中十分迅速、十分突

现的一种世界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之下，政

治、文化、科技、教育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它与局

域化、本土化、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既有相互促进的一

面，又有十分突出的矛盾。如何应对这种经济全球化

趋势，是世界各国和各个领域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我

们中国和高等教育所关注的问题。”［4］经济的全球化

是一把“双刃剑”，它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科技的

更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它也对维护我

们的国家主权和社会的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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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现代通讯技术的应用，世界变得“越来越

小”，“地球村”的意识在大学生的脑海里形成，相应

地大学生的民族意识、主权意识有所淡化。而事实上

是，经济全球化只是把世界的资源进行了重新配置，

使更多的利润流向西方国家；而政治方面，由于经济

全球化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受到

冲击。

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外来文化给

中国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渗透。全球化背景下，资

本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试图把我们的青少年变

成他的文化附庸。美国情报局曾针对中国搞了个《十

条诫令》，声称要“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中国的青

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接

受的共产主义教育。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一

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吃苦耐劳精神。”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文明通过电影、电视、网

络信息等媒体和商品对我国青少年施加影响。因为

青少年具有对外来事物的好奇心和易于接受外来事

物的心理特征，所以外来文化容易对青少年的价值观

和世界观造成影响。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保住

我们的社会主义阵地，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树立大学生的荣辱观势在必行。

（二）市场经济对人的思想道德产生了冲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大学生的思

想意识、价值观念等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可以说市

场经济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

是积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大学生僵化的思

想道德观念，使大学生开始培养独立自主的个体意

识、不屈不挠的竞争精神和创业精神。另一方面的影

响则是消极的，社会上见利忘义、拜金主义、个人利益

至上等现象，对大学生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给他

们带来了不少困惑，造成了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功利

化、集体主义观念淡化、目标行为短期化等。主要表

现为：第一，大学生对集体、对国家的责任感淡化，对

物质的需求日趋强烈，甚至会大大超出对精神的需

求。第二，道德选择的多样化，使得一些大学生的政

治信仰淡化、价值取向变化，严重影响着他们对理想、

信念的追求［5］。针对市场经济对大学生产生的负面

影响，对大学生进行荣辱观教育就显得非常必要。

（三）“台湾”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日益成为两岸关

系发展的最大障碍

今年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胡锦涛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

民革、台盟、台联界委员时，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

提出了四点意见，即：第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

摇；第二，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第三，贯彻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第四，反对“台

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自民进党上台后，陈水扁当局拒不承认一个中国

原则，“台独”势力日益嚣张。尤其是近两年来陈水扁

当局利用岛内各类选举，大搞分裂活动，并订出了" 台

独" 时间表，企图实现“法理台独”。面对这一严峻的

形势，祖国大陆不得不于 2005 年 3 月 l4 号启用《反

分裂国家法》。在当前的形势下，对大学生进行荣辱

观教育，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辱。通过荣

辱观教育，使大学生更加清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

容分割。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解决台

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受任何

外国势力的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每个

中国大学生应尽的义务。

三、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

重要性

（一）有助于大学生良好道德素质的形成

道德素质包括良好的品德素养、健康的思想情操、

正确的政治方向、远大的理想抱负等。这是正确调节

个人的行为、处理个人与他人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

必需的，是大学生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最重要

的条件，是学会做人的根本。培养大学生良好道德素

质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念、法

制观念和文明行为习惯，以形成大学生完美的品格。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荣辱观教育，具体落实到“八

荣八耻”，其中的以热爱祖国为荣、危害祖国为耻，就是

要着重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民族自尊心、自豪

感；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就是要培养大

学生热爱人民、服务于人民的爱民情操；以崇尚科学为

荣、以愚昧无知为耻，就是要教育大学生反对愚昧、落

后，要学好科学知识，用掌握的科学知识服务祖国、服

务人民⋯⋯。对大学生进行荣辱观教育，才能培养大

学生大公无私、热爱集体，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

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和

国家利益；才能教育大学生忠诚老实，谦虚谨慎；才

能培养大学生对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和对人诚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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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等等，从而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二）有助于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的形成

世界观是人们对客观外在世界的总体看法和基

本观点。人生观是指人们对人生目的、价值和道路

的根本观点和态度。人生观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走

向。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不论自觉与不自觉，总是受

某种人生观的指导。人生观体现在人生的各个方

面。人生的目的，亦即人为什么活着，是人生观中始

终起着核心和主导作用的东西。价值观是人们衡量

不同事物价值标准的基本看法，亦即以什么样的标

准去判断事物是否具有价值及价值的大小、优劣。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对

大学生加强荣辱观教育，首先可以提高学生的思想

觉悟，使他们能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指导自己的行动。让大学生明辨是

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知道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

么；应该倡导什么，抵制什么。能够旗帜鲜明地和当

今社会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作斗

争；增强对金钱、权力、美色、腐朽生活方式的抵抗

力；对歪理邪说具有充分的警觉性和识别能力。

（三）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荣辱观教育，着眼于当代

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紧密联系了当

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当代大学生作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是实施者，也

是创造者。但是大学生中存在着不和谐的精神状

态，主要表现在：个人主义思想在部分大学生身上表

现比较突出，过分强调个人奋斗、个人实现，使个人

的奋斗目标与社会的发展目标相脱节；强调实现个

人价值的最大化，而忽视他人、集体和国家利益。在

人际关系上，大学生中也出现了不和谐因素，过分强

调了竞争，忽视了合作，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在个

性发展方面过分重视科学技术教育，轻视人文素质

教育；重视智育，轻视德育［6］。

我国未来先进思想、精神、文化的创造群体将是今

天的青年大学生。通过对大学生加强荣辱观教育，使

大学生树立了正确的荣辱观，才能全面提高大学生的

素质，才能使大学生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出力献策。

四、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的有效途径

（一）通过校园文化设置荣辱观教育的情景

校园文化是新形势下高校德育环境建设的重要

内容，是荣辱观教育的有效途径。大学的校园文化

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精神底蕴，它无时无刻地

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置身其中的大学生，这种影

响可以渗透到大学生的荣辱观教育中去。

在大学里可以创设以荣辱观念为主要内容的物

化环境和舆论环境。例如有些学校构建的“ 好人好

事有人夸、不良现象有人抓”的氛围，如大学生日常

行为准则荣誉的具体规定等，使大学生在善恶、美丑

上达成共识，高度重视，形成是非观念［7］。每所大

学都有自己的校训，有的大学则利用校训，对大学生

进行刻苦学习、艰苦奋斗的教育；有的大学在墙壁上

和宣传栏内张贴爱国主义名人名言。大学校园里的

升降国旗的仪式，也是对大学生进行荣辱观教育的

另一种形式。

（二）与时事相结合，开展专题讨论

在重大时事面前，高校工作者要抓紧时机对大

学生进行荣辱观教育。例如 1999 年以美国为首的

北约组织轰炸中国的驻南大使馆事件，当时的许多

高校在保障教育、教学活动稳定的情况下，组织学生

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进行声讨。许多高校并借

此机会激发大学生为了中华民族明日的腾飞而发奋

图强、掌握科学本领，为祖国的全面复兴而贡献青春

和热血的情怀。又如，在 2001 年法轮功邪教组织被

揭穿后，高校因势利导，在学生中开展反对迷信、愚

昧，相信科学的专题讨论会。再如，在胡锦涛总书记

提出“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之际，各高校都打出了荣

辱观教育的条幅，并组织学生进行专题讨论，把荣辱

观教育落到了实处。

（三）与文化课相结合，把荣辱观教育渗透到课

堂教育中

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不仅蕴含着崇高的民族精

神、民族气节和优良道德传统，还孕育了无数杰出的

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军事家；还

遗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史迹、经典著作。利用文化课

对大学生进行荣辱观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的民族

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8］。特别是中国的近现代

史。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的屈辱史，是一

部中国人民的斗争史。通过近现代史的学习，爱国

主义情结就会根植于每个热血沸腾的大学生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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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Wei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The Learning - organization Theory is a criticai educationai thought today. This paper eiaborated
the basic contents and features of the Learning - organization Theory，and discussed the basic ideas and principies
of morai ideas and morai patterns innovation in coii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appiying the iearing - organization
theory.

Key Words the iearning organization； theory； morai education； innovation
（编辑 刘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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