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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途径

.

2006-9-4  安徽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阅读201次

     荣辱观是人们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念，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树立以“八荣八

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研究、探索荣辱观形成的有效途径是十分必要的。  

    

      一、富有成效的道德教育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的关键环节  

    

    社会道德教育是一定社会或阶级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  

    和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人们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并使之把道德知识转化为道德实践的过程。

要保证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有效性，就必须做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要深入探究社会主义荣辱观形

成和发展的轨迹。如果说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理性认识是形成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条件，那么，陶冶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道德情感和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价值追求则是该项教育的两个关键环节。人们一旦

牢固地确立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道德信念，就能坚定不移地选择正确的行为，并依据这种信念来判别自

己和他人行为的善与恶。其次，要认真研究、探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要善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回答伴随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经济关系、利益关系。再次，社

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手段要灵活。应依据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多渠道、多形式、多方法地

开展教育，凡是能有效促进社会成员道德品质不断提高的形式和方法都应该积极运用。  

    

      二、社会道德舆论的正确引导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的社会条件  

    

    社会道德舆论是指舆论主体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进行的善恶评价。社会道德舆论是社会主义荣辱观

形成的又一重要途径。  

    

    社会道德舆论发挥作用的过程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的过程是一致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具体的社

会道德舆论结合起来，就会使自身具体化，从而成为一种现实力量。社会道德舆论依据社会主义荣辱观

的价值目标对高尚的道德行为和良好的道德现象予以赞扬、歌颂，对不道德行为予以谴责、鞭挞，促使

社会主义荣辱观对象化，从而对人们的言行起着实实在在的引导作用。  

    

    塑造道德典型和进行道德批评是社会道德舆论的两个重要方面。道德典型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高度

形象化，其价值是对人们进行利益取舍作原则性指导，道德的“先行者”在自己的言行中体现出的社会

主义荣辱观，是全社会学习的范例，是社会道德理想人格的标示，对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强大的鼓舞和激

励作用。社会道德批评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又一种形象化。社会舆论对那些假恶丑的东西，对那些拜金

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毫不留情地予以解剖和鞭挞，使人们引以为戒，从而随

时提醒自己不要违背社会主义荣辱观所肯定的方向。通过道德典型的塑造和道德批评，社会主义荣辱观

才生动具体而明确。  

    

      三、建立合理的社会奖罚机制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的重要措施  

    

    道德的践行，虽然从根本上说依赖于道德主体的自觉性，但是，道德主体的成长是一个过程，其自

律性的养成需要一个由不自觉逐步转化为自觉、由外在的道德要求逐渐内化为内在的道德需要的发展过

程。在现阶段，利益不仅成为人们积极向上的巨大驱动力，也可以异化为人们走向堕落毁灭的巨大诱惑



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的初期，建立和完善合理的社会奖罚机制是十分必要的。社会奖罚机制从

根本上说就是对人们的道德行为进行强化激励。这种强化激励是通过对人的行为的肯定或否定，从而实

现扬善抑恶，保证社会理想的道德价值目标的实现。  

    

    要使社会奖罚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确立正确的道德评价标准;

其次，要有刚性的措施作保证;再次，奖罚必须是明确而及时的。  

    

      四、加强自身修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的内在途径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不仅需要外在因素的制约和引导，还必须是一个主体不断加强自身修养而自

觉内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有三个步骤：第一，认真学习和掌握科学的理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必

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完整、准

确、科学地把握这些理论的精髓，深刻理解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的重要意义，以此培养和增强对社会主

义荣辱观的认同感和亲近感，提高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的自觉性。第二，加强实践锻炼。道德是一种

“实践精神”。荣辱观的形成是不能脱离实践的。只有在反复的实践过程中加深感悟，社会主义荣辱观

念才能巩固起来，并被自觉地践行。第三，自觉地进行思想道德修养。中国古代教育非常重视个体自身

的道德修养，诸如“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改过迁善”、“慎独”等，

都是提倡个体主动进行道德修养。我们今天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自重、自省、自

警、自励”。通过“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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