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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对于我国青少年发展来说，既是个重要的机

遇，也是个重大的挑战。时势造英雄，我们青少年应该充分准备好，尤其是调整好心态，以应对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我们的党是十分重视青少年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无数的事实表明了青少年是敢于向前

看的，是生气勃勃的，是对社会主义抱有无限热情的，是我们的希望和未来。青少年初入社会，充满新

奇和挑战性，活力充沛，勇于打破陈规陋俗，勇于探索和创新，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冀。但由于青少年

期身心发展的不成熟，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去进一步探讨青少年心态的

发展，即青少年心理的发展、自我意识的发展和完善、健康人格的塑造，从而充分发挥出青少年的先锋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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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文件指出，“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是构建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

2006年一号文件从八个方面，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意见，即：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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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促进农

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物质条件；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

制；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

识到，中共中央在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我国青少年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作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历来都是很重视青少年的发展，特别是青少年

的心态发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青少年的先锋作用得以充分体现，如1919年“五四”运动中，青少年就发挥了

先锋作用，是他们首先站起来引领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就曾经指出：“他们（指知识分

子和青少年学生）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

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我们的党是

十分重视青少年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无数的事实表明了青少年是敢于向前看的，是生气勃勃的，是对

社会主义抱有无限热情的，是我们的希望和未来。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要充分发挥青

少年的先锋作用，要让广大青少年真正投身到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去。为此，我们要充分关注青少年的

心态发展，使他们能真正作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青少年心理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农村不断向前发展而备受国人的关注，各项有关农业、

农村、农民问题的政策也不断出现，其间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我国农村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风风雨

雨发展至今，虽然在总体上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是与城市的发展相比显然又落后了很多，尤其是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三农问题的突显，更加昭示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以及农民地位被相

对剥夺的情况。实践证明，迄今为止的“三农”政策并没有建立起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因

此，党中央适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时代的发展，多元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对

于生活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大背景下的青少年而言，他们的心理与生理和过去都有了显著的变

化。 

1．自我追寻中感到困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对于生长在这个时代的青少年而言，社会多元

化，教育普及化，以及小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使得他们在前途发展上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个人的出

路和选择机会也随之增多。社会更为开放，青少年两性之间的交往和婚姻选择也更为自由。然而，这两

方面的选择都需要能力，而在多元文化中长大的青少年，其自我追求与选择的能力较弱，不易获得自己

心中所满意的，于是，在客观出路广阔而主观条件不足的矛盾情境下，多数的青少年对自己的前途有一

种渺茫的困惑。 

2．在不连续的文化下成长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类文化是连续的，其人际关系相对而言少变

化，生活方式也较为单一。此外在行为规范、道德标准、价值判断以至于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几乎都是单

一的代代相传，历久不变。青少年在其成长过程中多是在跟随父母的脚步，与长辈在行为、态度、观念

上的差异也相对较少。而今都市工业化、社会多元化、农村城镇化，导致了文化上的不连续性，父子两

代，甚至兄弟之间，其所处的环境，可能完全不同。因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更加导致了这

种文化上的不连续性，这种文化不连续性的现象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3．心理趋向于封闭性 

青少年期是人从幼稚顽童向成熟个体的过渡时期，青少年不再是儿童，但还不是成人。这个时期，

青少年心理的发展虽然逐渐成熟，但具有其特殊性，他们将由一个依赖于成人抚养教育，主要按照成人

和社会所制定的规范生活的孩子，逐渐转变为能够独立生活、自主从事各种活动的成年人。“正如罗杰

斯所说的，他具有特殊性，他们既不再是儿童，也还不是成人，是从儿童期向成人期的过渡期，这是一

个特殊的时期。”（卫异、左振瑛：《青少年人格塑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青少年

由儿童极为单纯的、天真的、率直的性质，向带有文饰的、内隐的、曲折的性质转变，这时他们的内心

世界要复杂一些，不大乐意吐露真情，即使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也是一样。而对于更加复杂多变的社会，

尤其在这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浪潮的冲击下，由于突然的不适应性，导致青少年的心理逐渐趋向于封

闭性，当然这只是相对于儿童时期来说的。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发展 

 

青少年，多么令人羡慕的年龄，自古以来有多少人，用了多少美妙的词语来赞美它。青少年最富朝

气，欣欣向荣；青少年像含苞欲放的花蕊，充满生机，青少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无论用什

么样的语言，也不能完全描述这青春年华的丰富内涵，因为青少年期是人生长河中最关键、宝贵而美好

的时期。1957年，毛泽东在苏联接见中国留学生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

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我们党的这个看法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没有改变。党和国家对青少年始终充满着殷切的希望。因而在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随着青少年心理的不断发展变化，则他们的自我意识也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和

完善，从而会以一种自我独立的意识出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中，去推动或者可以说是去阻碍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此要对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发展加以正确的引导，使其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学的研究表明，在婴儿刚出生的时候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混混沌沌、人我不分、物我不分，大约1

岁半到2岁，儿童出现最初的自我概念，以第一人称直呼自己。到了学前期，3-4岁的幼儿自我评价开始

发生，4岁左右有了自我体验，4-5岁幼儿自我控制已经出现，其独立性、目的性、自觉性得以发展。到

了学龄初期，儿童出现道德评价能力，能从道德原则、主观动机等方面评价自己行为的好坏。到10岁左

右，他们的自我评价的独立性、批评性获得发展。进入青少年，他们的自我意识产生质变，他们不仅能

够认识到自己的外部特征，而且极为看重自己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成为理想中的人，能够体察自

己的内心世界，能进行自我调控、自我反省，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和教育自我。 



青少年期是儿童向成人的过渡时期，随着身体和心理的不断成熟，他们的自我意识得到了新的发

展。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产生了“成人感”，逆反心理比较强烈；第二，独立感增强，他们做事越来

越有自己的主见，并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第三，自我意识转向内心世界，不仅关心自己的内心世界，也

开始对别人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浓厚兴趣；第四，自我评价趋于稳定和成熟，能对自己本身的思想、能

力、水平、个性等方面进行自我的评价；第五，自我控制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他们的独立性进一步加

强，凡事要有自己的主张，使行为服从自己的意志贯彻自己的主张；第六，强烈关心自己的个性和容

貌，十分关心自己个性特点方面的优缺点，从别人的眼光里了解自己是怎样一个人；第七，随着知识经

验的增长，接触面的扩大，他们的道德意识有了进一步发展，能区分道德和不道德，并形成道德原则

性。 

青少年的这种自我意识的发展和完善，从而使他们有了自己的社会性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

价值观，有了自己的个人志向和兴趣爱好，并出现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因此，随着青少年自我意识的不

断发展和完善，他们对事物有了自己的主见和看法，但毕竟他们还不是成人，则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

见解。这些都会影响到青少年一切行为。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等一系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青少年由于自我意识的发展，则会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和

想法，难免也会有一些消极的和不利的想法。为此，应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正确的舆论引

导，“要重视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反对拜金主

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共青团中央、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年版，第284页）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青少年人格的塑造 

 

青少年时期出现了自我意识发展的飞跃，他们开始关心自己并注意思索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产生了

了解自己特点与人格的愿望，有意识地形成优良的人格品质，消除不良的人格特点。青少年时期，生理

机能的逐渐成熟，特别是大脑高级神经活动水平的提高，为青少年人格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前提。

由于家庭、学校和社会对青少年的要求比之幼儿和儿童有所提高，加上青少年自身自我意识的增强和知

识经验的增多，他们的人格得以渐次完善和定型。 

青少年在人格发展方面，表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是伴随着生理的逐渐成熟，产生了“独立感”和

“成人感”，渴望摆脱成人的控制，迫切要求独立自主，喜欢自我表现和发表自己的看法；第二是开始

关注“自我”，关心自己与他人的内心世界，逐渐从行动的动机、道德品质和人格特征等方面来评价自

己和他人的行为；第三，是开始了解、接纳和逐渐掌握更多的行为规范、价值标准、社会角色，并对自

己的未来角色进行定位和认同，喜欢独立探索和思考一些问题。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和抽象逻辑思

维能力的提高，青年人更多地运用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衡量和评判许多社会现象，开始关注人生、思考

人生、投身人生，他们在家庭、学校和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了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学会了与谋生有关

的本领，发展和养成了独立性、创造性和自我同一性，其人生观、价值观在这一关键时期得以形成。 



“十一五”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条主要道路就是加快城镇化，特别是加快推进小城镇化

建设，则在这样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要重视对青少年人格的塑造，要结合青少年自身

人格形成的特点，以“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价值导向，塑造出具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青少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青少年人格的塑造，具体来

说主要是：第一，以“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价值导向，塑造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相适应的

青少年人格，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第二，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来塑造青

少年健康的人格，用科学发展观来武装青少年的头脑，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第三，结合“十

一五”的规划，要进一步健全青少年人格的塑造，使他们具有思维开阔的头脑、开拓进取的勇气和坚忍

不拔的意志；第四，要树立正确的榜样，鼓励创新，让青少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能发挥出其先锋

作用；第五，家庭、学校和社会相结合，为广大青少年人格的塑造来进行正确引导与适时纠正。塑造好

青少年的人格，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说，才会发挥出他们的先锋作用，才会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得

以很好而又合理的应用。 

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了

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切实加强“三农”工作，农业和农村发

展出现了积极变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

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

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赢得青年，就赢得未来。”（共青团

中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增补版]，中央文献出版

社、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取得胜利，就要赢得青少年。不

但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始终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切实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且广大青少年也要

跟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发展好其良好的心态，塑造出健康的人

格，充分发挥其先锋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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