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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公民道德教育是研究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道德教

育是以公民社会道德需求为取向的教育形态。培养研究生的公民道德意识有利于

建立公民制度成熟的公民社会。  

  【关键词】研究生；公德教育 ；思考    

 

  一、 在研究生中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公民社会是一个区别于国家的社会形态概念。具有文明化、世俗化、私人化、

经济独立、民主等特点，具有自由人格且有自治能力的公民是这种社会的组成部

分。作为现代公民,需要具备包括道德素质、政治素质、法律素质和文化素质在

内的等多种基本素质。因为公民道德素质决定着社会对公民的基本评价，所以公

民教育的关键就在于道德教育。  

  “大学的意义在于引导人类的发展。”研究生的教育是教育链的最高端，担

负着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的功能。研究生在校期间是是科学研究的生力军，毕业

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公民道德素质教育至关重要。  

  2000 年 1 月 13 日,国家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

几点意见》(1 号文件)中强调“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德育工作”。  

  2004 年 10 月 24 日新华社全文颁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充分强调

了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和紧迫性，把公民道德建设放在突出

位置来抓，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讲话》中指出：是要以

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对大学生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爱

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养成良好

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    

  截止 2004 年底，全国在校研究生总数达 819896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在校人

数达 165610 人。毕业研究生总数达 150777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毕业人数 23446

人。2005 年年底，我国全日制在校研究生规模已接近 100 万人，非全日制与专

业学位研究生在学规模已达约 40 万人。【1】2006 年年底我国在校研究生总数

已超过 100 万，授予的博士硕士学位总数也超过了 100 万。【2】。  

  当代研究生大多处在 21——28 岁之间，是一群各方面都向成熟发展的青年。

他们出生于八十年度中期，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时代，与以前的青

年研究生相比，他们更重视自我、自我选择和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他们的个性更

加张扬，能够更加随心所欲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加上统治中国封建历史一千多年

的儒家思想重私德而轻公德，所以在研究生中进行公民道德教育是十分必要和重

要的。研究生公民道德教育肩负着在青年研究生进入社会前将他们培养成理性的

优秀的公民的任务。  

  二、公民道德教育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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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公民道德教育时总会涉及到几个概念，如国民教育、公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社会

主义公民道德教育等，那么首先就要区分以上几个概念：  
  国民教育：由顾明远先生主编的《教育大辞典》对“国民教育”做了如下定义:“国民教育

亦称公共教育。指国家为本国国民(或公民)举办的学校教育。一般为小学和初中教育,有的国

家还包括幼儿教育和高等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再正式沿用国民教育的名称，

但国民教育这一概念依然存在。【3】   
  公民教育就是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培养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
培养健全自律的、具有公民意识的、具有公民美德的、明达的公民的各种教育活动的总称。

其目的一方面是向公民传递特定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实现政治社会化,另一方面是尊重公民

的主体性,注重个人参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的锻炼,为国家培养良好的公民。  
  公民道德教育是指一定国家和社会为了培养国家社会所需的、具有基本公民道德素质的

良好公民,对公民从公民与国家、公民与法律等角度入手进行系统的、多元的和制度化的道

德教育活动,将一定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内化为公民基本道德素质,培养公民的道德观

念,形成公民的道德行为,并且能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改善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公民道德教育是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对公民进行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

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的公民道德素质教育。  
  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民道德教育以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内涵为基础体现了体现了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  
  在学校内提到最多的应属思想道德教育，那么思想道德教育和公民道德有什么区别呢？

公民道德教育决不仅仅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改头换面。与思想道德教育相比，公民道德教育更

注重公民权利教育与公民义务教育的统一；更注重公民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而不偏执于对

公民道德先进性和完美性的追求。  
  三、对研究生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应从六个方面做起  
  研究生的公民道德素质教育应根据研究生的生活、学习的特点来进行。青年研究生有

80％是由大学直升上来的，所以社会意识不强，所以应利用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几个方面鼓励

和引导青年研究生将个人言行社会化。既要认识到自己是社会中的一员，参与到社会事务中

来，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也能正确看待自己在社会中的正确位置，避免个人中心主义，

自我膨胀等错误观念。因此应以以下几个方面为重点对研究生进行引导。  
  1、爱国守法  
  增强研究生对社会的认知成熟度，顺利度过“社会青春叛逆期”。爱国、守法从来都是我

国道德教育的两大重点，绝大部分研究生同学都能做到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愿意尽增加

最大的能力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安全尊严。他们容易碰到的困惑是：1、对社会丑恶现象

的认识过于片面，认为执政党对于打压贪污腐败等现象打压力度不够，没有认识到贪污腐败

是一个历史现象，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极大发展之前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能彻底根治这

一现象；2、对国家对外政策的策略上的短期误解，没有认识到我国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的阶

段性和持续性，因此在处理重大国际事件时有一定的策略性和迂回性；3、民族情绪的不适

当宣泄，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经历了近百年的民族压迫，因此学生中比较容易产生较为极端的

民族情绪，如果不能正确引导或处理不当可能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  
    以上问题均是研究生爱国守法教育中比较常见的问题，学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保证

他们得到正确的引导。这种对社会现象或国际问题不能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并处理的现象是

一种“社会青春叛逆期”的表现。社会青春叛逆期是一个相对于生理青春叛逆期的概念，是指

青年经过生理成熟后，在完全融入或适应社会之前经历过的一段心理成熟期。处于这一阶段

的青年通常对社会已经有了一定认识，但是因为社会心理的未成熟，不能正确认识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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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导致一定程度的言行失当。对于正好处于这一生理、心理阶段的研究生应正确引导他们

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做到以热爱祖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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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祖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优

良传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积极承担公民义务，时刻听从祖国的召唤。以历

史地发展地眼光看待社会问题，顺利度过“社会青春叛逆期”尽快以一个理性的成熟的公民身

份融入到社会中去。 
 2、明礼诚信 
引导研究生正确处理家庭关系、与导师的关系，激发诚信认同感和骄傲感，树立礼貌待人、

诚实做人的信念。研究生因学历层次和年龄问题会面临到与本科生不同的问题。例如：（1）
有的研究生可能在入学前或入学后办理婚姻登记，这一部分学生遇到的家庭问题会比较复

杂；（2）随着研究生学生的继续受教育，他在本来家庭里的地位会有所提高，可能原本处于

支配地位的家长在事务的抉择上也会请教他们的意见，可能会滋生他们在家庭中的骄傲情

绪；（3）在对自己学业规划等问题上可能与导师产生分歧和矛盾；(4)研究生的失信问题在

申请助学贷款的同学身上表现明显。我国助学贷款工作至 2007 年已经开展多年，总体情况

表明还款情况不佳，借款同学缺少契约精神，不还或迟还贷款，造成了国家的损失。  
  针对以上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应逐步引导研究生意识到关爱家庭、尊敬师长、孝敬老人、

友爱弟妹、礼貌待人、诚信待人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性。在家庭问题摆正自己的位置，

避免因家人对自己的尊重而产生颐指气使的可能，在家庭关系中建立起理解、诚信、互相迁

就的良好互动关系，并“推己及人”将良好的家庭伦理从家庭开始拓展到人际关系乃至与国家

的关系，形成良好的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良好互动循环关系。  
  3、团结友善  
  正确处理与同学与朋友的关系，培养集体的观念 。目前研究生同学中有着这样一种认

识，认为研究生应以科学研究为主，尽量避免参加集体活动。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因为这样

的研究生活会导致因缺乏人际交往和思想沟通而产生以下问题：1、缺少朋友、交际能力低

下；2、不能正确处理与同学之间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产生狭隘的竞争心态；3、因作息

时间不同而与寝室中的其他同学产生矛盾。4、不能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缺少集体荣誉感和

责任感。随着年龄的增长，研究生生理、心理也逐步成熟起来。这种成熟产生脱离集体向心

力的一种独立要求。这一独立要求包括内心环境和身边环境，他们不再像本科生那样需要一

个集体来做他们心理的调节温房，大多数时间他们能很好地处理自己碰到的问题。同时也需

要更为独立不受干扰的作息环境，当然这也是科学研究的需要，这是产生以上问题的心理因

素。  
  针对以上问题应通过建立严谨规范的评优制度和完善的就业指导帮助研究生建立良好

的竞争意识，使得他们认识到现代社会就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同时良性的竞争有利于自身和

社会的发展；应尽可能地为研究生创造合作的情境，利用研究生的科研团队活动培养必要的

协作精神。使他们切身体会到团队合作在实现共同目标方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学会彼此理

解、彼此信任、彼此尊重和互相帮助、支持,建立起一种融洽、友好的协作关系,并因此而获

得良好的人际交往技能。  
勤俭自强  
  4、勤俭自强的问题分为两部分：贫困学生的勤俭自强和普通同学的勤俭自强。吃苦耐

劳、勤俭自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人民因具有这样的传统美德而创造了几千年的光

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文明。  
  在勤俭自强问题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1）家庭贫困的同学能做到勤俭，但是自强做得

并不到位；（2）研究生可以获得国家补助和三助，公费学生经济比较宽裕，可能产生奢侈浪

费的行为。针对以上问题，在应帮助家庭贫困的研究生树立能够改善生存环境的自尊心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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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古语云：“持钱买水，所取有限，能自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胜用矣。”这是依靠自己

的力量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最好说明；帮助非贫困生树立勤俭节约的美德，做到以艰苦朴素

为荣以奢侈浪费为耻。在实际工作中帮助研究生始终坚持树立热爱劳动，勤奋工作的热情；

胜不骄，败不馁，自尊自信，奋发图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  
  5、创新求是  
  树立正确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避免学术腐败问题，并坚持科学研究以为人民服务为中

心。如果说学习是学生的天职，那么学习、科研就是研究生的天职。研究生在校期间绝大部

分都要承担导师的科研项目，表现突出的硕士研究生甚至有机会指导低年级的同学，研究生

阶段基础理论学习只占到总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一，其他时间都用于参予导师的科研项目和撰

写论文。因此在学习科研方面，应引导青年研究生如何将自己的专业研究与社会需求相结合；

如何正确处理发表论文的问题并坚决抵制学术腐败。  
  引导研究生把握时代脉搏，洞察世界科技发展的新动态，掌握专业发展的最新信息，以

该专业发展的最前沿理论为基础进行科学研究，坐得住冷板凳，发表真实的科研成果而不是

剪 加浆糊或者伪造实验数据。引导他们钻研业务，提高技能、开拓创新、服务他人，奉献

社会，将自己所学专业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学校应结合研究生个人特长、兴趣、研究热点、

事业发展等因素因势利导其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研究作风的群体。要研究生明确：对

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贡献最大和影响最深的人，都是那些能够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关

系的人。  
  6、民主信念  
  培养民主的信念，只有具有成熟的民主信念的人才能成熟地处理社会问题。民主既是公

民身份的主要特征也是公民的权力的主要表现。目前文明国尚未建成成熟的公民参予社会，

因此对研究生的民主信念培养显得格外重要。当然民主必须在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上有序

进行，民主与法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分开。 
 坚持尊重研究生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的统一。保障研究生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民主权利不被侵犯。引导研究生参予公众事务，帮助他们树立公民意识、

理性精神、独立自主意识、平等尊重意识、参与意识等。在研究生的入学、学习、评优、学

生会选举、就业等方面严格执行民主制度，保证研究生在就学期间充分享受到民主选举、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只有先给予公民民主的权利才能产生民主意识成熟的

公民才能产生民主意识浓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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