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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人生进步 

之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 

——论青少年如何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戴启明  王晓华 

 

 

[内容提要] 荣辱观是人生价值观的一种关键性元素，它由荣誉感和羞耻心所构成。荣誉感，是引领

我们的生命趋向崇高与完善的精神动力；羞耻心，则是阻止我们生命坠入堕落与卑贱的道德防线。青少

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他们确定正确的价值导向，培育强大的行为能力，养成美好的道德情

感，从而成就一个光荣而绚丽的人生。青少年时期乃是树立个人荣辱观的关键时期。为了促进青少年社

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全社会要从荣辱观的角度确立明确规范的价值导向，实施科学系统的教育策略，

并构建起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协调运行”的力量支持系统。青少年树立了社会主义荣辱观，

就是培育了一种促进人生不断进步与完善的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 荣辱观，精神动力，培育。 

 

 

从本质上说，人生是一个不断面临选择的过程。人在生活中的各种选择取舍必然受其所秉持的价值

观的支配，或者说人们总是要依其信奉和持有的价值观认知、判断、评价客观事物的价值，并做出取舍

趋避的选择。而价值观则是人们以是否能够满足自身需要为依据和出发点，对客观事物之属性、品质的

优劣及其作用和意义的大小所持有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它是由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统一而成的思想

观念，一方面表现为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在人们的价值活动中发挥着激发情感、培育动机、引导行为

的作用，即是人们追求什么、舍弃什么的基本指导思想；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准则和价值标准，即是人

们判断客体对象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标准和规则，在人们的行为选择中发挥着评价尺度、决策依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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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规范的作用。当人们从价值分析和判断的角度看待自我人生的过程和问题时，就形成了人生价值

观，即对自我人生的目标、地位、作用和意义等价值问题的基本观点。荣辱观则是人生价值观的一个十

分重要的内涵元素。荣辱观是人们关于社会生活和自我行为之荣耀美誉与耻辱羞恶的基本看法和基本态

度。它对应于人们自我肯定、自我尊重、自我欣赏、自我赞美、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个人在世界上对自

我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行取舍选择的深层次的价值标准。 

荣辱观由荣誉感和羞耻心所构成，是一种激励性和保健性相统一的精神力量和道德能力。荣誉感，

是引领我们的生命不断趋于崇高与完善的精神动力；羞耻心，是阻止我们的生命可能坠入堕落与卑贱的

道德防线。荣辱观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人生价值观。孔子说：“行已有耻”（《论语·子路》）。孟子

强调：“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公孙丑上》）。康有为则认为：“人必有耻而

后能向上”（《论语注卷三》）。这是说羞耻心是人之属性的重要组成因素，是一种强大的道德力量，

人有了羞耻心，就能有所不为，不做违背事物发展规律、违背社会正义、违背人性的可能招致耻辱的事

情，就能向往崇高、追求荣誉。对予荣誉，中国的先贤哲人们总是教导我们要坚持以仁爱、公正、道义

及公共利益为根本的取向。例如，孟子指出“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上》）；荀子主张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陆九渊则说“由义为荣，背义则耻。轻重

荣辱，唯义与否”。（《与郭逸》）。从这些重要的思想家们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荣

辱观对于人生进步、人生完美是一种多么重要的驱动和引导力量。青少年时代，正是我们设计人生目

标，探究人生道路，导求人生意义，积聚人生力量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明确树立正确的荣辱观，

显然尤其重要。 

首先，荣辱观引导着青少年人生价值取向的确认。我是谁？我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什么是我安身

立命的基石？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道路应当如何走？是向下沉沦还是向上提升？在这个世界上我应当

追求什么？舍弃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在处理个人与自然、社会、祖国、集体、他人以及自我等

多方面关系的时候，我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义利相融，诚然谐美易为；义利相左，又当如何取舍？

生死至重，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我会如何处置？这些都是人生观需要回答清楚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

同回答，在现实生活中固然是价值权衡的结果，在灵魂深处则取决于我们对于什么是光荣，什么是羞耻

的观念上的分殊。青少年在荣辱问题上有了明晰正确的看法，其后来的人生发展就有了坚定的主导方

向。 

其次，荣辱观影响着青少年人生行为能力的培育。青少年时代，是我们积累、凝聚、培育、扩张人

生能力的发展阶段。一些关键性的人生能力，必须在这一时期培育成熟。这些能力包括个人对于是非、

真假、善恶、美丑的分辩能力；对各种社会性元素，例如祖国、人民、制度、主流价值观等的适应能

力；对他人的理解、接纳和包容的能力；通过劳动有所建树、有所创造的能力；对自我认知、评估和完

善的能力等等。总之，包括一个人正确地处理其与自然、社会及自我关系的能力。青少年树立了正确的

荣辱观，知荣明耻，尚荣弃耻，懂得荣其当荣，耻其当耻，才能够有所作为，有所不为，培育积极、健

康、强大的人生能力。 

再次，荣辱观左右着青少年人生道德情感的养成。道德情感是人们基予道德认识而形成的一种高级

的社会性情感，是以个人内心的善恶观念、善恶标准为核心而产生的对客观现象尤其是社会关系及行为



现象的爱憎好恶的情绪态度。它是一种稳定而强大的心理力量，制约着人们道德行为的启动、完成和持

续发展。道德感情表现为一系列的情绪体验和情绪态度：我在这个世界上爱什么？恨什么？羡慕什么？

厌恶什么？我的尊敬、赞誉和热情奉献给哪些人们和事？我的鄙薄、怀疑、贬斥和冷漠投向什么行为和

现象？我以谁为学习和效法的榜样？把谁当作引以为戒的对象？这些内心内在的情绪情感，往往是以荣

辱观为核心而形成和构建的。青少年时期，树立了正确的荣辱观，并由此而生成强烈、深沉的道德情

感，就是拥有了一种建设高尚人生的丰富的道德资源。 

人们的价值观、荣辱观是人生经验和社会教育相互统一的结晶。个人只能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寻求

自身需要的满足，同时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展现自我、实现自我，追求人生的荣誉。他在生活中接触到

各种各样的物、事、人，有时其需要获得了满足，有时却得不到满足，有时满足得比较充分，有时却达

不到预期程度的满足。他的所作所为，有时会赢得社会、他人的肯定和称赞，有时会遭到群众或他人的

鄙弃和贬斥。这就形成了他关于客观对象之价值、意义、优劣、利害以及自我行为成败、得失、美丑、

荣辱的体验。这些人生经验在个人思想观念中的沉淀和升华，是其价值观、荣辱观的重要资源。然而，

个体经验并非个人荣辱价值观的唯一来源，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来源。社会文化对个人的模塑与涵育，

才是他的荣辱价值观更为重要的形成机制。价值观是一定社会文化系统的内核和灵魂，任何社会都要以

各种手段把其主流性和主导性的价值观念灌输和传递给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也就是社会整体

以文化制度的形式制定一套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推崇什么，鄙弃什么的规范性判断体系，要求全体社

会成员接受和遵守，并以宣传、教育、评价、激励、处罚、赞誉或贬毁等手段加以强化，最终使之内化

为个人的观点和信念。这才是个人荣辱价值观产生和形成的更为重要的根源。青少年正处在学习和成长

的阶段，要树立符合历史潮流和时代精神的荣辱价值观，更加离不开社会的引导、文化的熏陶和生活的

涵育。 

在我们时代，为了使青少年牢固树立并切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全社会都要付出共同的努力，运

用系统、综合的方法和手段，科学地加以引导和塑造。 

 

一、确立规范明确的价值导向，是模塑青少年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客观依据

和尺度标准 

 

荣辱观是人们的利益关系和价值追求在人生问题上的深刻反映，是人们关于自身名声、尊严、美

誉、重要性和高尚性等精神性生命元素的确认和看法。人们的荣辱观必然具有深刻的历史性和鲜明的时

代性，它既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又是时代精神的价值升华。不同的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荣辱

观，甚至不同个体的荣辱观也会各不相同，然而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也必然在荣辱观上提倡某种特定的

主流价值导向，作为对全社会人们行为方式的共同的引导力量。 

我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全面转型和飞速变化的发展阶段。我们正处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这种多元

性表现在当代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社会体制、利益关系、思想观念、文

化意识、价值判断等，现时代都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多元性使我们的生活

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在荣辱观上，同样明显地存在着多元化的状态。社会生活中，一方面热爱祖



国、服务人民、无私奉献、坚守道德、崇尚科学、遵纪守法、辛勤劳作、关爱群众的人和事层出不穷；

另一方面向往和迷恋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自私自利、奢靡骄横、纸醉金迷、荒淫腐败、自甘堕落者也

大有人在。在纷繁复杂的生活现实面前，一些人特别是阅历尚浅的青少年往往难以区分腐朽与神奇、肉

麻与有趣、低俗与时尚、粗暴与豪迈、卑鄙与能耐、荒淫与潇洒、懒惰与休闲、无知与勇敢等等的界

限。 

越是多元化的时代，越是需要旗帜鲜明的单元化导向。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重要论

述，是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辟概括。它具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和时代要求，反映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要求，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科学

阐释，对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的系统总结，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社会主

义道德建设的重要指针，对打牢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构

建和谐美好的社会生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我们教育广大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规则依

据和宝贵的精神资源。 

 

二、实施科学系统的教育策略，是促进青少年社会荣辱观逐步生成的基本

过程 

 

首先要旗帜鲜明地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规范准则，要坚持把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

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等作为社会主义公民应当追求的荣誉，把危害祖

国、背离人民、愚昧无知、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赊淫逸看作是现代文明人莫

大的耻辱。通过学校教育、媒体传播、社区宣传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这些规范家喻户晓、人人耳熟能

详，特别是让青少年把这些行为规范牢记在心，形成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入认识，真正做到知荣明

耻。同时要通过公正公开的社会评价过程，把光荣赋予那些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国家富裕勤奋工

作、卓有成绩的同志；让那些见利忘义、损人利已、荒淫堕落之徒真正体味到社会的唾弃和孤立，感觉

到羞辱可耻。社会评价是一种强有力的导向功能、也是一种强化性的教育过程。 

其次，要从荣辱观的角度充分培育青少年的价值理性。荣辱观教育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向青少年灌输

相应的道德规范，或满足于让青少年死记硬背“八荣八耻”的教条，而是要让青少年知所荣辱，荣其当

荣、耻其当耻，把外在的规范要求内化为主动的信念追求和价值情感。这就要求我们注重对青少年价值

理性的培育。例如，我们在宣传“以热爱祖国当荣”这一重要观念的时候，不仅要讲清爱国主义是人类

一种最古老的民族感情，更要说明它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这就要求我们把“祖国”概念的内涵元素

具体化，揭示它包括一个公民所在国家的山河大地、历史文化、民族社会、人民群众等诸多成份，同时

揭示这些“祖国”元素对个人的“爱”具有先赋的性质，每个人在生存、成长的过程中无疑都享受过这

种祖国之爱，否则他就难以成人。因此，那种“要我爱国，祖国爱我吗”的疑问，乃是一个逻辑上完全

不能成立的问题。因此，“爱国”本质上是公民的义务。这种诉诸理性的价值分析对青少年应该更具折

服的力量。 



再次，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要适应青少年身心成长的规律。青少年时期是个人身心不断发展发育成

熟的时期，其生活空间有一个逐步扩张的过程，其行为能力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我们的荣辱观教

育要以青少年客观生活的实际为基础，分层次地提出要求，有秩序地实施培育。例如：“以服务人民为

荣”这一规范，“人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应该随着青少年的身心成熟而逐渐充实和扩张：对幼儿来

说，它意味着父母亲人；对小学生来说，它主要是周围那些熟悉而善良的群众；对中学生而言，它是一

个个社区的群众；对大学生和青年成人而言，它才是天下百姓。这样，一个人对“人民”的爱才有真实

的着落。又如，“见义勇为”的“勇”是一种包含智慧和力量相统一的道德品质，而不是“见义蛮

为”，我们绝不应提倡和赞誉未成年人“勇为”超过其智力和能力范围的“义”举。 

最后，要把实践作为对青少年实施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策略。生活是最好的教师，实践是最

有效的学习。家长、学校、社会、青少年组织乃至政府要引领青少年深入生活，深入社会，通过开展丰

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指导青少年  躬行践履社会主义荣辱观，并在实践中反省、深思、升华、固化社会

主义荣辱观。共青团组织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开展了一系列富有人文精神和道义关怀的实践活动，像

“希望工程”、“手拉手”、“青年文明号”、“保护母亲河”、“青年志愿者”、“青少年素质拓

展”，“青少年科技创新”等活动，都内在地深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导向，它们对于当代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和荣辱观的成熟无疑具有巨大的教育和催化作用。 

 

三、构建学校、家庭、社会 “三位一体，协调运行”的培育机制，是青

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强有力的支持系统 

 

作为人们内在的思想信念系统，一个人的荣辱价值观是他的价值认知、价值情感、价值意志的有机

统一。青少年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既要依靠知性教育的启迪，更有赖于现实生活的涵育。只有学校、

家庭、社会通力合作，共同努力，才能成功地塑造青少年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学校是规范地、系统地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教育机构。学校教育偏重对受教育

者知性能力的培养。青少年在学校中接受正规的知识教育，掌握了理性地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同时在荣辱观上培养起知荣明耻、明辨是非、尚荣弃耻的价值理性。应当把社会主义荣辱观

的基本规范和精神实质，融入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和课堂教学过程之中，让青少年弄懂弄通其客观生活

依据和内在逻辑关系。这样他的荣辱观就有了强大的理性基础，并且有了深厚的科学知识、文化知识、

社会知识、历史知识的底蕴。学校教师被尊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所拥有的知识权威和地位权

威，使之成为青少年乐于遵从和效法的榜样。广大教师以身作则，教书育人，以行感人，以德化人，对

于青少年荣辱观的巩固和升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校园生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的相对单纯性，为

青少年荣辱观的践行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生活空间，这也是学校教育功能的巨大优势所在。 

家庭是个人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青少年的更多时间生活在家庭之中，父母的人生观、

价值观、荣辱观，无时无刻不在潜伏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孩子们对是非、美丑、善恶、荣辱的判

断，最初常常是从父母那里获得的。那些崇尚真理、为人正派、积极进取，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父母，多

能引导子女树立正确向上的荣辱价值观。那些消极度日、自私自利、愚昧无知、懒惰颓废的父母，只会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31004号  

[返回页首][关闭窗口]  

对孩子产生不良的影响，造成孩子们荣辱观上的糊涂与迷失。家庭培育的功能优势，主要在于令青少年

在荣辱价值观上产生切实细腻的情感体验。家庭关系的血缘本质和温情特性，使青少年的心灵获得最温

暖的情感抚慰。健康、高尚与社会主流、主导价值观相适应的家庭生活模式，使青少年在学校及其他社

会教育机构获得的价值认识和价值理性，实现了情感性的升华，从而更加巩固。残缺、卑污的家庭关系

和家庭价值评价方式，往往能够“温柔”然而轻而易举地摧毁青少年尚嫌稚嫩的价值理性，使之扭曲或

夭折。 

社会是青少年生存、成长的现实环境，它以整体的文化价值规范体系和舆论评价方式，强有力地塑

造着青少年的荣辱价值观念。社会整体必须建立明确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则，为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

提供做人做事的参照标准。社会还须建构完备的监督评价体系，客观、公正、及时、有力地褒扬良善，

贬惩丑恶，剔除虚荣，名归实德，把光荣归赋予对社会历史有实功实德的人和事，让那些危害社会公利

及他人幸福的人得到应有的耻辱。只有全社会或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对于荣辱有鲜明的态度，对于是非有

清晰的界限，对于善恶有明确的区分，对于美丑有公正的判析，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成人

社会普通奉行的主流价值准则，才能更好地教育青少年知荣明辱，扬荣抑耻，向善而行，健康成长。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社会的希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文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元素。当

代青少年身负振兴民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担，应当努力追求人生的进步与完善。对于物质财

富、权势地位、容颜美貌的追求，皆可以驱动个人迸发创造创新的激情，然后其需求总是易于厌足，其

动力作用终究有限。对于崇高荣誉的理性、健康、积极而强烈的追求，才是推动人生进步并趋于完善的

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在青少年时期必须培育成熟，方能够浩然宏富而永不枯竭。青少年牢固树立

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强健的精神动力，就能够心虑澄明，知荣明辱，尚荣弃耻，爱岗敬业，日积月

累，远离卑贱，趋于崇高，为人类的发展，为人民的福祉，为文明的进步，为社会的和谐做出较大的成

就，成就一个光荣而绚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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