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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建设视阈中的耻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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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对我们的现代道德教育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

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就是在追求道德理想的过程中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和社会进步。而构建现代道德

离不开耻感教育的支撑,耻感教育是现代道德建设的基础。  

 

耻感和耻感教育  

 

  “耻”在词源学意义上是指羞愧、屈辱的一种情感状态。耻感首先是一种心理现象，是个人道德

意识的一种表现,它是因自身的不良行为而产生的羞愧、耻辱的心理情感,是一种内心的自我责备。耻

感是道德主体实施道德行为的情感基础,道德主体以此来引导自己的行为。同时，耻感又是一种文化现

象，“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的反应”，可见耻感文化是一种

通过“借助于外部强制力来行善”的文化，它不同于西方那种通过内在强制力行善的罪感文化。  

 

  耻感教育是中国古代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在当今社会，羞耻感依然是

人之为人的底线，是追求荣誉、远离耻辱的精神力量，是抵御不良诱惑的道德堤坝；耻感教育是明辨

是非善恶、酿造良风美俗、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有效切入点。“耻感”教育是一种养成教育，目的

是要培养人们的耻感,使人们以行道德之事为荣,以行不道德之事为耻。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尊重和负责,

是耻感教育的本质内容。  

 

耻感教育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础  

 

  耻感教育是道德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耻”与“荣”是对立统一的道德范畴。“荣”是对良好

道德的社会评价和产生的主体自尊感受，是一种肯定的评价；“耻”是社会成员对个体行为的否认和

贬抑,是一种否定的评价。因此，加强耻感教育,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荣辱感,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耻感教育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

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终极价值就是整个社会有稳定的内在秩序。加强耻感教

育，能够使人民对荣辱颠倒、是非混淆、美丑错位的社会现象予以抵制，因而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

建。“耻辱感是荣誉感的另一种表现”，以行道德之事为荣,以行不道德之事为耻,耻和荣与人的人格

密切相关,而人格的全和损,都由自己的个体行为所决定。  

 

  同时，加强耻感教育还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实效性。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根据一定的

道德教育目标对受教育者的心理施加影响,以促进受教育者进行合乎目的的活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
 



实效性,是指道德教育目标经由一定的德育过程在受教育者心理素质中的实现程度。当前,道德建设的

实效性不容乐观,究其原因是我们长期忽视对社会成员的耻感培育。耻感教育的缺失必然导致社会成员

耻感的缺失。  

 

  另外，加强耻感教育有助于社会成员化“他律”为“自律”。“道德操守的根本是一种心灵的自

律,自律是道德操守存在和发展的精神基础,是人完善自我的主要手段和方式。”失去道德自律,道德就

会失去规范言行的效力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形式。道德自律是指道德主体赖以行动的道德标准或动机,不

是受外在根据的支配和调节,而是受制于主体的道德自觉。表现为主体既用理性为自己“立法”,又靠

意志来服从这些“法令”。  

 

  作为外在他律的社会规范转变为道德主体自身的道德律令如何可能?这要受多种因索的影响制约,

如依赖于作为他律的社会规范自身的合理性和接受道德主体理性“审判”的承受力等等;但是,决定外

在他律的社会道德规范转变为道德主体的道德律令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主体是否拥有耻感。在他律的

社会道德规范是合理的,并且经受了道德主体的理性检验获得了合法性地位的条件下，保证道德主体的

言行遵循已有的“他律”，只有主体拥有耻感才能得以实现。  

 

加强耻感教育,夯实现代道德建设的基础  

 

  （一）教育社会成员“知耻明耻”。人的耻感的形成必须以知耻为前提。只有教育社会成员知耻,

明确耻与不耻的行为标准,才能使社会成员知晓何为耻,何为不耻,从而为耻感的形成打下认识的基础。

对社会成员进行耻感培育必须将这条评价标准具体化。对此,教育者就必需在道德教育活动中结合具体

的规范进行分析,使公民掌握耻与不耻的具体的行为规范。  

 

  （二）教育社会成员“耻所当耻”。掌握耻与不耻的评价标准和具体的行为规范,只是解决认知层

面的知耻问题。而耻感教育的核心应是教育社会成员“耻所当耻”,即在内心深处对属于可耻行为之列

的行为感到厌恶、憎恨。社会成员只有做到“耻所当耻”,才能说明其耻感的真正形成。要使社会公民

真正做到“耻所当耻”,关键在于如何使外在的社会认定的可耻行为的评判标准和具体的可耻行为规范

为公民内化与认同,变为自身的道德律令。要实现这种转化,一种较为有效的手段是在公民接受相应的

标准或规范的实践过程中伴随有强烈的情感体验。此外,根据合乎公民的价值理性原则设计一系列具体

的道德规范,为道德主体的行为提供价值目标,从而做到有德可依,有德必守,违德必责。  

 

  （三）培养社会成员的耻感意识。人们的道德意识并非自发形成的,而是要通过宣传、教化、培

育,内化成为人们的自觉认知和行为准则,耻感意识亦是如此。耻感教育就是唤起人们的道德良知,培育

人们的耻感意识。这需要通过媒体传播和社区文化建设,需要建立一种机制,营造一种氛围,形成一种舆

论,使荣辱各得其果,各有所报,以此巩固和强化耻感教育的成果。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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