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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高校毕业生青年群体“荣辱观”道德缺失的种种表现和危害，应该引起我们高校德育

工作者的高度重视。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大学毕业生的毕业、就业、择业、创业和今后的职业生涯树

立了应有的价值目标和道德标杆，是当前毕业生青年群体道德建设和道德实践的指导方针。 

【关键词】大学毕业生；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当前高校毕业生“荣辱观”道德缺失的表现 

大学毕业生经过十几年的求学苦读，在毕业之际对未来有着自己的设计，他们的独立自主意识较

强，有着强烈的参与社会变革、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然而，由于受到价值判断日益呈现多元倾向的社

会现实和人们是非感、荣辱感日益模糊的道德现状的影响，毕业生青年群体在即将开始职业生涯的人生

关键阶段上，其“荣辱观”认识的错位所带来的道德缺失的表现，不得不引起我们高校德育工作者的高

度重视。 

1．报效祖国和社会的愿望不够强烈 

部分毕业生由于对毕业和就业的心理准备不足，并且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

糊，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信心不足，没有主动投入社会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强烈意识，对前

途感到惶恐、害怕、担忧，因而产生有业不就的逃避心理，或者毕业后再看看的等待心理，这部分毕业

生由此成为当前“20、30新失业现象”中高学历层次的主力军。 

另据调查，“外企仍然是毕业生心目中最青睐的就业单位，高达29.85%的毕业生表示会把外企作为

自己就业时的首选；其次为国企，有25.80%的毕业生把国企作为自己的就业时的首选单位；政府机关排

名第三，所占比例为15.20%。选择前三类就业单位的毕业生比例接近70%。而作为容纳毕业生就业的很重

要的民企、私企来说，受到毕业生的相当冷落，仅有8.23%和6.42%的毕业生把民企或私企作为自己的就

业时的首选。”（李滩奇.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发展2006年度调查报告

[EB/OL].http://www.chinahrd.net/2006-05-20/2006-06-28）当前毕业生在毕业和择业的意识上，已从

原来的服从国家需要发展到现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虽然这种选择无可厚非，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本

土民族企业在大学毕业生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 

2．艰苦奋斗的精神有待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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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大学毕业生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这首先表现在大学生的毕业阶段，

同学的离散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此期间过度的不良消费行为，却在校园内和周边地区掀起一股“攀比

吃喝之风”，部分毕业生把奢侈淫逸、吃喝玩乐视为大方、豪爽、活得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不仅

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自我形象和心理健康，同时也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还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校园

的人际关系，这种消费观念还会进一步影响到毕业生一生的消费行为。 

追求高薪高职位待遇和工作轻松是大学毕业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的另一表现。调查表明，“在企业

看来，大学生对企业薪酬福利的要求，仍处于偏高状态，认为大学生要求的薪酬福利合适的比例仅仅约

有50%。这说明大学毕业生在毕业时对自己第一份薪酬的期望和企业所能给与大学生的薪酬还是有一定差

距的。”（李滩奇.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发展2006年度调查报告[EB/OL].http://www.chinahrd.net /2006-

05-20/2006-06-28）50、60年代“老三到”“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一代大

学毕业生的理想选择；而现在的“新三到”“到国外去，到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去，到挣钱多的地方

去，成了当代大学生的主流选择”。“大城市情结”导致大量毕业生对条件优越的地区城市蜂拥而至，

而中部和西部条件相对较差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的人才需求旺盛，非常需要大学生去建功立业，却难赢

得毕业生们的青睐。 

3．勇攀科学高峰的信心不够强大 

当今社会各种多姿多彩的物质生活诱惑和无数纷繁复杂的利益浸透，使当代大学生对学习目的和学

习动机的认识越来越困惑和迷茫。近日河北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大学生生活质量调研报告》

表明：“实用”成了大学生的生活关键词，有占66.1％的大学生选择“实用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

仰，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从重理想转向重现实，多数学生重功利、讲实惠的人生价值取向突出，注重物质

利益和短期的回报。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主要在于实现职业成就和生活价值，调查中，有43.8％的大学生

认为自己的学习动力是“将来找份好工作”（许海涛.“实用”成了大学生的生活关键词[N].中国青年

报，2006-06-12），学习动机是非常现实的。这在毕业生青年群体中更加突现出来，部分毕业生对远大

理想和精神价值的追求显得日渐软弱，缺乏持之以恒的科学钻研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牺牲精

神。比较每届毕业生最初的考研人数和最后的参考人数，我们会发现之间的差距，坚持下来的不到一

半，这可以想象在对知识的学习和对科学的追求过程中，有多少毕业生是没有“吃得了辛苦、耐得住寂

寞、经得住诱惑”的。而在毕业阶段，相当一部分毕业生“拿来主义”思想严重，写毕业论文东拼西

凑，缺乏探索、求真、试验取证、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反而动歪脑筋，投机取巧、弄虚作假、敷衍了

事；对于毕业生而言，毕业阶段大学四年的学业已基本完成，个人空闲时间较充裕，本可以对专业知识

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和了解，然而，我们看到，对一些毕业生而言，毕业阶段是最悠闲、最潇洒、最轻松

的时间，睡懒觉、看小说、上网吧、谈恋爱，请吃饭，真是忙得不亦悦乎，在这样的“美好时光”中消

磨斗志、浪费青春，令人不得不为之汗颜。 

4．诚实守信的作风不够踏实 

大学毕业生不诚信在就业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近年来随着大学生就业形势的日趋严峻，制造虚假

材料，求职简历水分过多，把企业当“跳板”，恶意违约等不诚信行为时常发生。不少大学生由于求职

心切，不惜通过“造假”、“说谎”、“注水”来增大求职成功率。不少毕业生在择业时以自身利益为

出发点，不考虑用人单位的利益和学校的声誉，合同信用意识淡薄，签约后违约现象经常发生，甚至有

的学生多家签约，致使学校和单位处于尴尬和为难的境地。然而，有的毕业生还把此看作是个人有本事

的表现，不为此感到对不起，反而当作个人炫耀的资本。 



大学毕业生不诚信贷款是荣辱观道德缺失的又一表现。据人民银行统计，截止2003年底，全国助学

贷款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违约率平均为20%，有个别高校违约率甚至高达80%以上。由此引发的信用崩

溃，直接影响了银行的积极性，导致助学贷款工作在一些高校推进速度缓慢，造成了越是缺乏诚信越是

贷不上款，越是贷款渠道不畅，越是欠费严重的恶性循环，由此国家助学贷款工作陷入了申贷两难的困

境（刘海涛.全国银行大面积“叫停”助学贷款[EB/OL].http://www.jcrb.com/2004-11-24/2006-07-

02）。 

二、当前高校毕业生“荣辱观”道德缺失的危害 

高校既是先进生产力的策源地，又是先进思想理论和先进文化的重要辐射源，它承担着人才培养、

知识创新和文明传承的重要任务，发挥着培育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三大功能，其中最重要的任

务就是培养高质量的人才，造就出一大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当前，随

着扩招高校毕业生在社会中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

位，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因此，作为即将踏入社会的毕业生青年群体，他们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

正确认识和积极践行，对在全社会广泛推广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有着积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然而，屡

见不鲜的高校毕业生“荣辱观”错位表现，一方面反映出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艰巨性和长期

性，另一方面，毕业生“荣辱观”的错位表现，不仅没有使高校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示范

带动作用发挥出来，反而还进一步扰乱了人心、败坏了社会风气，引发更多的“道德滑坡”、“诚信危

机”、“法制乏力”等社会问题。其次，从国家培养接班人的发展战略高度来看，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

不能放心地交给这样的接班人，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说到底都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为之献

身的事业，最后都要交给我们的下一代，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葆活力，蓬勃发展，一件根本性

的大事，就是要教育我们培养的接班人树立是非分明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让他们成为热爱祖国、崇尚科

学、人格健全、乐于为人民服务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三、应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开展高校毕业生的道德教育工作 

“八荣八耻”概括精辟，内涵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

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荣辱

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它重新诠释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新时期道德观的集中体

现，从对当代大学毕业生群体的成长影响来看，它既是党和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寄予的殷切期望，同时也

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择业、创业和今后的人生之路树立了应有的价值目标和道德标杆，是当前毕业生

青年群体道德建设和道德实践的指导方针。我们要深刻认识在毕业生群体中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必要

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热爱祖国、服务人民、报效国家是毕业生成长成才的目标和价值的体现；勤奋学习、诚实守信、遵

纪守法是毕业生立足社会的基本要求；崇尚科学、团结互助、艰苦奋斗是毕业生继续学习研究和未来事

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八荣八耻”贯通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各个道德领域对毕业生的要

求，对毕业生与国家、社会、他人及自身的道德修养等，也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大学毕业生不仅应当扎

实地掌握专业知识和创新技能，同时也应当按照“八荣八耻”的要求，提高道德修养，把握好自己的青

春，把握好人生的学习生活机会，努力做到“德才兼备、知行合一”，为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宏伟建设目

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1．“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青年毕业生对待祖国和人民的态度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它是属于旬子所说的

“义荣”，即合乎道义的大荣。祖国和人民永远是判断一个人正确荣辱观的基本向度。社会主义荣辱观

的核心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观念。中华文明的优良道德传统中始终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

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奉献。邓小平同志曾讲过：“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

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文选·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热爱祖国是指对养育自己的土地、对父母之邦深深的眷恋和对

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是对祖国独特的文明和文化传统的了解、热爱和传承；是报效祖国的情怀，维护

祖国利益、尊严、荣誉的行动。大学毕业生以热爱祖国为荣，就是要从心里把国家的兴衰与自己的荣

辱，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要转化到行动中，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同时，热爱祖国就需要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计个人得失，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在经济全球化的时

代，大学毕业生更应该以保持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荣，背离祖国就会背离人民，背离养育我们的父

母，就会孤立无援，为人不齿。 

2．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指出了青年毕业生对待科学、劳动和奋斗的态度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

奢淫逸为耻”，“爱科学、爱劳动、艰苦奋斗”是正确荣辱观要肯定的重要内容，它体现了为民服务、

创造生活的人生观。大学毕业生要想更好地服务人民，首先就必须做到崇尚科学，以科学来引领世界的

发展，以科学来改变人民的生活状况，要具有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在知识经济时

代真正成为“知识工作者”和“知识劳动者”。如果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不思进取，崇尚迷信，对

“伪科学”和“唯科学”没有分析和辨别的能力，那么必将落后于时代，丧失发展的良机。因此，毕业

生应以不断追求科技进步和科学知识为荣，以知识贫乏和甘于无知为耻。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仍然需要艰苦奋斗的作风

和精神，要让青年毕业生认识到创造的劳动价值越少，其人生价值就越低，无论在艰苦还是不艰苦的环

境中都要奋斗，奋斗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道路，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而骄奢淫逸只能让一个人

失去奋斗的信心，并最终迷失自己。 

3．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规范了青年毕业生对待诚信、法纪和利益关系的行为标准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

法乱纪为耻”，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效益经济，更是信用经济、法制经济。“诚信、法纪和对利益的

追求”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局，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和保障，是毕业生立足社会

的基本要求。大学毕业生在择业和就业的过程中，面对着个人与他人、与学校、企业和家庭的利益关

系，同学相互之间既是竞争对手，又有着同窗的深厚感情，在此微妙的人生阶段上，毕业生之间应多一

些沟通、理解、关心和合作，少一些封闭、怀疑、冷漠和争斗的不和谐气氛，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

利己为耻。同时，毕业生们应做到理智择业、诚信就业，在做好个人自我定位和规划的基础上，在正确

荣辱观的指导下，通过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向自己的职业生涯、向全社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

卷。 

针对大学毕业的特殊阶段，高校应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教育毕业生的重要指导与道德标尺，把荣

辱观教育融入就业指导课和形势政策课的教学过程中，开展有关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讨论，积极宣传诚实

做人、诚信做事，大力倡导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奉献精神，弘扬勇攀高峰、坚持不懈的科学精神，让

毕业生在走入社会之前再次强化是非标准和荣辱感受，这是一项“树根立魂”的教育行动。通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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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使“八荣八耻”成为毕业生人生永远的座右铭，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做出表率，成为坚持正确社

会主义荣辱观的模范青年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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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