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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璿：把握品德心理结构 深入开展荣辱观教育

作者：沈璿 阅读：208 次 时间：2006-12-7 来源：:::中国伦理学:::

    全国高校于今年普遍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这是实施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新方案后开设的第一门课程。新编教材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

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线，旨在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体验帮助大学生加强思

想品德修养，增强学法守法的自觉性，全面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 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及其规律告诉我们，一个人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其品德结构中

知、情、信、意、行五个基本要素均衡发展的过程。因而，从知、情、信、意、行这五

个基本要素入手，认真分析、解读新教材内容体系，将大大有利于对《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教材的把握，有利于提高这门课的教学效果，有利于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

观教育。 

  1、品德认知——知荣明辱  

  品德认知是思想品德形成过程的发端，也是品德情感、信念和意志形成的根据，同

时也是思想品德原则和规范向个体思想品德行为转化的基础。道德认知以认知主体从认

知对象中获得价值为目的，是价值观在品德认知中的具体体现。新教材的八章内容就是

从不同角度全面系统阐述了荣辱观念，将社会主义荣辱观渗透在每一章节中。尤其在绪

论部分的第三节，集中分析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科学内涵，强调了荣辱观教育对于提高

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基础素质的重要意义及其在新课程中的主线地位，使大学生

深刻认识到，要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就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明是

非，分善恶，知美丑，自觉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这样，知荣明辱就形成为思想品

德情感、信念和意志的根据，以及转化为个体思想品德行为的基础。  

  2、品德情感——好荣恶辱  

  情感是道德形成的动力。品德情感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高级情感，是人类道德心理

结构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伴随着道德认识而产生的一种内心体验。新教材针对当

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个性特征，除了思想观点科学缜密外，文字更显清新活泼，语言

富有激情，很容易催化、强化大学生的主观情绪。特别是新教材的第二章，以“继承爱

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为主要内容，对大学生进行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高尚情感教

育，目的在于引导大学生“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做一个新时期坚定的

爱国者。这为培养“四有”新人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人格基础。心理学认为，在道

德情感系统中，羞耻感、荣誉感是其中重要组成元素，有无羞耻感标志着人格的高下。

目前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培养使大学生珍爱荣誉，痛恶耻辱的丰富而高尚的情

感世界，激发品德情感，使其成为增强思想品德信念、锻炼思想品德意志的催化剂和思

想品德行为的推动力。  

  3、品德信念——扬荣抑辱  

  信念是品德的核心。品德信念所祈向的是对人生某种可能、理想状态的认同和尊

敬，同时信念也是一种价值认识，即基于对个人根本需要的认识而形成的个人信念与基

于对社会根本需要而形成的社会信念。信念的价值在于促使个体执著地追求真理并躬行

践履。通观新教材，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下，各章旨在促使大学生在培



养品德情感的基础上坚定崇高信念。而信念的具体表现形态为：弘扬社会主义高尚品

德，抑制有损于社会主义美德的丑恶东西。从理论阐释上，新教材的第一章“追求远大

理想坚定崇高信念”形成了一个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重点，以正确的人生

目的、端正的人生态度、科学的人生价值标准为基本内容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体系。

其目的就是要帮助大学生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并使坚定的信念成为实施品德行为的强

大动力和精神支柱。  

  4、品德意志——趋荣避辱  

  品德意志是人们自觉地确定道德行为目的、支配自己的品德行为、克服各种困难、

以实现既定目的的心理过程。“八荣八耻”科学精确地表达了在现代社会，由品德意志

所驱动的荣辱趋向。围绕“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新教材着力培养大学生在正

确信念的指导下，激发大学生锤炼坚定意志。第四章“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在

集中阐述社会主义道德基本理论的前提下，使学生认同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加强道德

修养，锤炼道德品质，健全道德人格。在锤炼道德品质方面，新教材提出了努力提高道

德修养的自觉性，同时从方法论上阐明了认识和把握道德修养的途径与方法。只有培养

大学生的品德意志，才能使大学生坚定地趋向光荣而远离耻辱，并随时调节由于各种不

利因素影响而导致的荣辱观方向的偏离。  

  5、品德行为——践荣弃辱  

  品德行为是指一个人遵照道德规范所采取的行动，它是品德的外显，是实现道德动

机达到道德目的的手段。知荣明耻的目的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践行。新教材每章都强

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强调如何使实际行动进行经常

性的锻炼和修养使之成为思想品德行为习惯，最终凝炼为具有稳定倾向性的思想品德。

社会主义荣辱观从认知，经由情、信、意的中间环节，最终要外化为实际行动，使大学

生全面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这是我们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  

  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线的新教材，以传授品德知识为基础，涵养品德情感为关

键，坚定品德信念为核心，锤炼品德意志作保证，养成良好品德行为为归结，形成了完

整的思想品德教育体系。各章节内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通过对新教

材的系统学习，大学生以实践为基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并落实到行动中，经

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往复循环，知行统一，从而全面提高思想道德

素质和法律素质。 （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  

来源：http://www.gmw.cn/content/node_42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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