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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中国青少年价值观 

培育的难点和重点 

 

潘一禾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和素质培养已经明显突出了良心、自觉意识和荣耻观的培

育。但在正确的价值导向与错综复杂的现实之间，多数青少年仍有难以顺利跨越的认知和实践问题。当

前中国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难点在于如何教育他们面对抽象观念与世俗现象之间的中间区域和困难选

择、如何教育他们把握社会规范和个人实践之间的宽严平衡、如何让青少年的道德自律培育和社会他律

关注处于最为合适的位置。由此，今天的社会共信价值观教育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该有所创新，才能帮

助我们满足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时代新要求。这种内容创新应该重点聚焦于如何鼓励当代青少年积极介

入式地体验和思考他们身边的真实问题，逐渐学习和领悟良知和荣辱观的形成、发展和深刻影响。同时

不应将知识教育的方式生硬地运作于道德意识启蒙，而应将德育、美育和体育更好地结合起来。 

 

 

每个国家的青少年群体素质都将直接影响其国家和民族的国际形象和未来发展。当代中国青少年的

道德教育和素质培养已经明显突出了良心、自觉意识和荣耻观的培育，注意到了政治道德不要简单替代

或全面覆盖日常道德的问题。但在人们谈论“八荣八耻”观的倡导将为全社会树立正确的道德标准和行

为准则的时候，我们的青少年仍将面对统一明确的价值导向与错综复杂的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这

种鸿沟如何真正跨越的认知和实践问题。在这类问题上，不仅青少年们自身要加强学习和勇于体验及实

践，而且家长、教师、媒体专业人士和相关管理部门人员都有自己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和具体工作。 

 

一、应该重视荣耻之间的中间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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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绝大多数正在接受现代义务教育的中国青少年而言，如果现实生活中的应有道德准则和卑劣言行

之间的差别就像动画片的人物造型和衣着色泽一样正邪分明、好坏一目了然，他们是完全懂得如何择选

和评判的。问题是对那些黑白之间的灰色区域、对那些又曲又直的人际关系变线、对那些是非众说纷纭

的事件和现象，他们会感到困惑、痛苦和心理失衡，会出现选择的犹豫、是非的混淆和抉择的失误。 

比如：并不是每个青少年都能有姚明、刘翔一样的才华服务人民来体现自己的热爱祖国，也没有多

少青年人能够像丁俊辉、周蜜那样明确地发现自己的个人发展计划已经涉及国家和个人孰更优先考虑的

问题；更多的情况或现实是，许多肯定自己是热爱祖国的孩子却不能热爱他自己的家庭、学校、同学和

居住地，许多绝不会想到背离人民的孩子却在统一考试的层层压力下首先背离了自己的天性和兴趣，许

多确实尚且无知但并不因此愚昧的孩子仅仅因为成长的历程有着时间和方式上的特殊性而从来得不到表

扬和鼓励，许多迫于就业严峻形势而选择零薪金应聘或被知名企业明显“借用”和“试用”的大学生根

本无法为自己初入社会的辛勤劳动感到骄傲和自豪，许多校方的部门规定和教师的个人要求迫使一部分

权利受损的教师和学生无法遵守，许多利用暑期勤工俭学的同学无法在那些最常见的家教和商品推销工

作中联想到艰苦奋斗是应该发扬的光荣传统。 

我们不能回避这些真正的现实问题区域和观念动荡区域，不能用一些空洞的套话和连篇的大话来替

代具体情况的调查和讨论，不能让一轮轮运动式的宣传攻势和一次次表态、过关式的学生作文来取代真

诚而又持续的面对面对话、来逃避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有趣而又艰险的思想和实践探索。 

 

二、应该重视共信价值观在个人实践中的余地 

 

每个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主旋律都是从其历史文化中的“道”或“神”的其本假定中

逐步抽象概括出来的，这些抽象概括的过程具有政治统治的必要性和社会治理的功能性。为了社会稳定

和民众的安全感，来自上层的基本价值观表述往往鲜明、扼要、易懂和朗朗上口，这既是为了便于宣传

和推广，从而帮助人们在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拥有共信价值观，通过相互协调和彼此配合来实现和

谐共存，也是为了避免人为的道德行为规范过于细密严苛、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活力，从而鼓励不同社

会成员合理合法地运用自己的独特资源和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潜能。由此，在合适有度的共信价值观的建

立和建设中，明确的道德行为规范总是既给人们的言行以规定和限制，又事实上留有必要的个人发挥余

地。 

比如最早提倡“君子”人格理想和“仁道”价值观的孔子在回答学生的问题时总是强调基本水准和

更高标准的空间或余地的。他的学生子贡问：“贫穷却不巴结奉承，有钱却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

子说：“可以了，但还不如虽贫穷却乐于道，纵有钱却谦虚好礼。”学生子贡又问：“假若有这么一个

人，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好，怎么样？可以说是仁道了吗？”孔子说：“哪里仅

指仁道！那一定是圣德了！尧舜或者都难以做到呢！仁是什么呢？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

住；自己要事事豁达，也能豁达待人。能够就眼前的事实选择例子一步步去做，可以说是实践仁道

了。” 



当孔子与学生讨论一个人的言行和评价时，他显然对“仁道”更推崇、对“圣德”非常仰慕，但他

也充分肯定和认可“可以了”的道德达标状态，他的教导对普通人的正常选择充满了鼓励，对优秀者的

更高追求有积极的倡导和明确的引导。在这种孔子说“可以”的基本道德衡量标准下，共信的社会价值

观既为人们留出了行为上的选择空间，也保护了人们思考上的回首反省余地。 

 

三、应该重视道德自律和他律的互动规律 

 

正是由于社会共信价值观总会与世俗的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集体和团队的行为规范总是在严律和

宽容之间保持一定张力，所以无论是发达富裕的国家，还是高等教育已经普及的民族，还是尚在内战和

动荡边缘挣扎的人群，传统道德的自律和他律总是在互动中展示文化的影响力和文明的感召力。 

从“荣耻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看，许多相关讨论都注意到了所谓西方“罪感文化”与东方

“耻感文化”的异同和互动。如果为了讨论和比较而简单说罪感文化更看重是非，耻感文化更注重荣

辱，就必须同时强调是非与荣辱其实无法分离，一旦进入具体案例分析则大是大非与大荣大辱就不可能

仍是不再相关或无法分辨的；而且传统文化发展方式上的东西方差异虽然客观存在，却并不影响人类社

会价值观共同的“劝人为善”、构建和谐社会的相似目的。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传统中的“耻感文化”

也确有其自身必须警惕的一些特质。 

一是中国的共信道德观更多地基于以“道”为核心概念的现实规范，而不是带有更多超越现实色彩

的“天意”概念。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

格。”也就是说，若仅以刑罚治民，民虽能免于犯罪但却不知犯罪行为是羞耻的；若以德治教民，民便

有羞耻之心，且能端正自己的言行，从而自觉地有所不为，自觉地避免犯罪。应该看到，孔子所担心的

人们只通过看得见的法律惩罚和“现世现报”决定自己的行为底线，依然是目前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常

态。当一些人实施了无耻的言行之后，理应受罚的数量不及实际被罚的数量、事实被罚的金额不及实际

受益的金额、各种“脱耻”的手法多于量刑获罪的可能时，人们的羞耻心就很难仅仅通过教育和宣传植

入人心。对青少年来说，就是小时候还是信的东西，越长大就越不信了，因为他能“信”的东西必须是

亲眼看到和可能实现的奖惩，而不是拥有一种信念、志趣、才智和即使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也永远不变

的精神。 

二是一般民众认同的共信价值观中还有潜在的“本性耻感”。由于中国传统的共信价值观主要基于

家庭伦理和政治道德的结合，所以让人感到荣光的言行大都是指为社会、为集体而奉献自身或克制自我

的言行，让人感到羞耻的事则大都是个人的、独自的、擅自坚持的谈吐或做派。所以价值观教育对绝大

多数中国青少年而言，就是指他们天生具有或自然形成的东西往往是幼稚而有危险的，如成长中的自

恋、受挫时的脆弱、得意时的自夸、张狂时的放肆、压制时的反叛、交住中的幻想、交锋时的生硬、惊

慌时的失措、犯错时的绝望等等。当他们尚在不断萌发和变化之中的各种本能和天性，必须对照统一明

确的道德规范和硬性标准时，他们会以为自己离荣誉很远、离耻辱也不近。一旦写起学习体会文章来，

动辄对自己的本性和正常言行上纲上线，对自己的言行做不恰当的贬值评价，或者抄录一段并不经过大

脑的大话套话向老师交作业之差。他们花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接受了德育教育，但实际的收获和效果却



可能如过眼烟云。 

三是中国式面子文化与羞耻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重视的都是外在的他律或他人评价。现实社会中

之所以并不缺少为了个人名誉和国家荣誉而振臂高呼的人，却比较缺乏因为自己对他人和社会的过错而

主动公开受罚的人，原因并不简单。平心而论，孤身独处时反省自己的言行不禁有些自形惭愧或不甚满

意的感受，其实多数中国人还是有的；当许多父母要求自己的孩子低头思过和自我检查的时候，他们往

往最多为自己的近期表现打个中等或中等偏上的分数。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没有“面子”的中国人生活

几乎是没有人格尊严的，从来得不到大人们、教师们和社会真正肯定的孩子是不可能真正快乐健康成长

的。与许多国家深厚的宗教传统相似，中国是一个道德强势的古国。公共生活中的良好道德氛围确实是

可以沁人心脾的，但那些总是占领道德至高点的社会舆论压力却也是可能压抑人的自尊的。所以，当人

为的、外加的、无形的他人评价对许多基本生活和本性尚无保障的人来说是过高或不公的时候，人们就

会在荣辱之间的中间地带停留，在个人道德实践的余地中徘徊，在如何“脱耻”的方法上动脑子，而不

是去建立什么良心和自觉。中国这个道德强势的大国如何在道德评价体系上实现宽容、互信、互谅和多

元，如何让有个性和潜力的青少年不再为自己的独特和自然天性而总是自形惭愧，尚有很长的现代文明

变革之路要走。 

 

四、勇于面对价值观教育的时代新要求 

 

共信价值观的全社会推崇和全民教育总是社会治理中的重点和难题。常言道：从恶如流、从善如

登。集体道德意识崩溃的时候往往一泄千里、从者无数，正面价值观的重建或修复工作却总是千呼万

唤、应者有限。共信价值观的坚持和维护也只能从理念到现实的多个层面上不断努力，万千滴水才能积

聚成清水长流。对当前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而言，虽然新的挑战和困难不容忽视，但改革时代的开

明和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也附予我们前人无法想象的物质条件保障和社会开放氛围，也应能催生青少

年价值观教育的新思维和方法创新。 

首先，当前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不能继续那些教育内容不更新、教育方式走形式的传统做法，

应该面对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真问题进行荣辱观教育。如果因为确信一些基本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是正确

的，就用一遍遍简单宣讲、让所有人反复背诵、写下来、批出来、交上来、再交上去的方式进行价值观

教育，则这种教育本身是不负责任的、有害无益的、实际无效或有反面效果的。应该从最切近我国青少

年的价值观问题入手，引导他们进行参与其中的体验和思考。应该尊重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所实际面临的

不同成长经历，讨论他们真正无法回避的普遍问题。比如应该看到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家庭、同学、学校

和居住地的青少年，不仅是不可能真正热爱祖国的，而且是尚未能亲身体验、意识和领悟关爱与被关

爱、尊重与被尊重、帮助与受到帮助的基本人情事理的。必须引导他们经常体会和思考实际生活中的人

际关系和各种道德情境，通过亲身体验、共同讨论、学会分析和努力总结的过程中，培养他们走出自我

中心式的自恋和自爱，学习体谅和关心他人的道德情感。 

其次，当前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应该重视荣耻之间的中间地带和保护个人道德实践的选择余

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青少年不是面对荣耻选择，而是面对很模糊的界限。比如一个小学生很可能



朦胧出现班里的小朋友都认为他（她）是“穷人家的孩子”的糟糕感觉，一个中学生很可能要面对老师

希望他的父母为班上的集体活动出点力的暗示，一个大学生很可能要面对他仰慕的导师请求他为自己的

重大科研项目做点“义工”的期待……在这些情况下，他们的犹豫必须转化为行动，他们的困惑会被不

同的指点加强，他们的选择实践也会带出许多不同的物质和心理后果。而我们的价值观教育要有具体的

讨论、建议和引导，即使这些教育和建议展示的是非荣非耻的引导，但却可以逐渐引申出向善劝善的方

向，并明确点出真正可能的危险趋势，解说维护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的可行路径。 

再次，当前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应该重视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矛盾冲突、内外变化和相互

拆台。每个人的价值观形成都可能有一个起起落落的过程，教育者和管理者都应该正视出现在青少年身

上的这种可能波动和暂时抵触。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巨变之中，当青少年出现心口不一、言行背离

的情况时，他们往往正处于紧张的两难抉择和道德摸索之中；在青少年诉说自己信仰瓦解、不得不以多

心和假面具对付严峻现实的时候，他们往往因为道德标准的“现成”和“高度”而内心充满怀疑。从培

育自觉的“耻感”角度讲，如果我们能让他们在阅读和交流中体验到一种自己心灵上的不安，或自然产

生一种懊悔、羞愧的感觉，让他们在自己同龄人的发言和观点中发现彼此观念和实践上的差距，就可以

由此引导他们在必然要面对的复杂现实面前，逐渐明白良知、人格和品质的作用和运用自主选择权的责

任，逐渐拥有坚强的意志和遇险不溃的精神追求。 

最后，当前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应该重视“他律”的位置和作用。在道德自律和他律如何互动

最合适的问题上，对青少年的教育和评价应该有与成年人不尽一致的标准解释和教育方式。一方面，对

于成年人而言，平时的严格自律和洁身自好大都是一种长期积累而成的修养和素质，对生理和心理都处

于不断变化和成长青少年而言，则更易被感觉是一种来自外界的硬性强求或苛求。所以在青少年这个人

生阶段，培育他们的主体意识、健康性情、良好趣味和思考习惯，比教给他们很多正确的历史知识和英

雄模范事迹更显得紧要和必要。不应将知识教育的方式生硬地运作于道德意识启蒙，而应将美育、德育

和体育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健康协调的身理基础上才可能发展出愉快开朗的个性，在愉悦放松的心理基

础上才可能生发出对不同学科知识和魅力的理解力，在全面发展的人格基础上才可能孕育出创新型现代

仁人杰士。 

另一方面，中国的价值观教育往往过多地与指定的历史知识和伟大人物生平业绩联系在一起，强调

对照伟人和杰出人物而发现自己的不足和努力方向。而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历史学兴趣十分广泛的国家，

一旦出现个性化历史写作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重新评估、娱乐节目中的伟大人物生平的随意“戏说”，传

统四大名著的新一轮高人评点和能人解秘，就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刚刚萌芽的价值观念，导致他们迅速

转向对各类明星大腕的追捧，生活榜样的变迁会直接导致他们基本信念的动摇。所以，在社会的思想宽

容度增加、历史重大事件和伟大人物可以被比较自由地评论的今天，中国的青少年教育就更应该将理解

思想与理解伟人区别开来，将尊重思想与尊重传统区别开来，将遵守普遍性法律与遵守特定性校纪或单

位规定区别开来，将政治道德与日常道德、政治信仰与道德信仰的关系解说清楚，从而让中国的青少年

真正实现精神有超越之维、行为有不可逾之底线、交往有善解人意的能力、思考和判断有荣辱的标准和

理性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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