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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青年品德教育的新领域 

 

王茂盛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特别是青年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但

是至今我们所沿用的青年品德教育的方法大部分还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并且其中还有某些极左思潮的影

响。为了适应变化，青年的品德教育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将触角伸向青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充分发挥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注青年的社会热点 

 

青年的社会地位是随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当今的以科技和信息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中，

谁更多占有最新的科学技术、最新的信息，谁就可以占有生产和生活的优势，而这需要的旧的知识经验

的成分则越来越少。在许多领域中，中老年人开始失去优势，而逐渐形成了以青年为主导的价值观取

向。这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但青年的价值观取向不像传统价值观那样稳定深厚得几十、几百年

保持不变，它常是以风潮方式发展和传播的。 

青年社会风潮的形成和发展就像台风：从某地（或某事）中传来一个新奇热点，迅速在青年中传

播，逐渐形成了带有文化特色和物质外壳的“风眼”，众多的青年纷纷热衷地去传播、效仿，形成一股

股暴风雨般的群体价值观涌动。不管当时、当地是什么“风向”，都会受到它的冲击，甚至使整个社会

都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并亦步亦趋。研究发现，在各个风潮中，都毫无例外地利用了信息传播和市场经

济、商业行为作为推波助澜的工具。比如近十年来出现的通俗音乐热、文凭热、出国热、电脑热、郊游

热、时装热、美容美发热等。这些“热”都曾使成千上万的青年带着狂热，带着心理渴求，去追逐和体

验，如痴如醉地去效仿和参与。在这其中，青年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价值观、苦乐观、荣辱观、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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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群体观等的影响，产生对国家、人民、劳动、科学以及对他人、对自己的态度，产生不同的道德认

识和行为。应该说，这些社会风潮对社会青年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其对青年的影响又是无组织

和无序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它有可能使广大的青年形成新型的、积极向上的品德意识和行为，也可

能使一部分青年受到不良影响而形成消极、颓废的品德意识和行为。这些情况，在计划经济年代是不多

见的，因此，在新形式下面对各种社会风潮，我们的社会组织、教育机构和教育者常感到始料不及和束

手无策，以至使这种无序状态任其自然地发生、发展，使广大的青年在其中自发地去闯荡，得不到应有

的引导和教育，这对青年品德形成是十分不利的。我们必须尽快转变固有观念，从以往品德教育的封闭

模式中解放出来，走向社会、走向青年，走入每个人领域中，消除教育盲区，抓住热点问题，通过多种

渠道和传媒，灵活机动，因势利导，最大限度地发展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使青年的每个社会热点

都最大限度地符合社会道德主旋律。 

 

提高青年民主生活和心理健康水平 

 

品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无论作为意识形态，还是做为行为形态都是紧密相连的，

做为意识形态，它们都是由两个方面获得的：一是在社会生活条件影响下，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通过

自发性的观察和模仿产生，再由社会舆论的肯定与否定强化固定下来的；二是由社会特定环境施以有目

的、有计划的教育影响，使社会要求内化成为个体的相应认识、情感、信念、动机、意识等，并成为个

体的心理需要而形成的。作为行为形态，都是在某些意识形态驱使下的个体活动。这些活动通过自己或

他人根据社会行为准则做出判断和评价，反馈到意识形态，在原有的认识、情感、动机等的支配下逐渐

形成自觉性、习惯性行为，从实际来说，品德高尚的人，首先是坚持民主和遵纪守法的，也是心理健康

的；自觉遵循民主与法制，也是心理健康和和品德的基本要求；心理健康是培养优良品德的基本条件。

这三者应是新时期青年素质标准的不可分割的内在条件。 

以往的品德教育，大多数把目光仅仅停留在道德准则上，与其他领域截然分开。当今社会首先是法

制社会，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首先建立在坚持民主和遵纪守法的基础上，这其实是品德教育的基础工

程，应养成青年自觉的行为习惯。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民主生活和法制建设越来越完

善，发扬民主、遵纪守法意识越来越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从广泛意义上讲，帮助青年坚持社

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也就是提高社会公德水平。 

增进青年心理健康是在青年良好的互动关系中，用语言和非语言交流方式及其他技巧来提高自身的

适应能力来实现的。它主要通过提高认识、理顺情绪、消除不良症状、矫正不良行为、学习新的适应模

式来达到心理成熟。品德教育则是以社会道德准则为主要内容来提高人的认识和行为水平。但这二者之

间又有许多联系。首先，心理健康的基本标准仍建立在一定的品德标准要求之上，而且有正常的认识、

情感和人际关系。其次，品德不良和心理不健康产生的外部因素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因此增进心理健

康应是青年品德教育不可忽视的领域。近年来，严重存在的升学就业压力，会使青年产生失望、失落、

失衡、忧虑、焦躁等消极和对抗情绪，从而导致不良心理和行为；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产生的拜金主

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及贫富差距也会同样产生以上的不良心理和行为。在过去时期内，我们只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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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思想道德问题，而不关心心理问题，或者把某些心理问题也看成是思想道德问题，都是片面的。

目前不少单位、社会组织、群众团体都设立了心理治疗、心理咨询机构，取得了良好效果。实践证明，

青年品德教育必须关心青年的心理健康，才能取得完整的效果。 

应该说，形势的发展给青年的品德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也提供了更多和更广阔的领域。只要我们

坚持改革开放，更新观念，转变作风，就一定能创造出新时期青年品德教育的新局面。 

 

（原载《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优秀论文集1999-2000》，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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