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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

观的重要讲话，概括精辟，内涵深邃。本文从社会转型的现实出发，运用马克思关于荣辱观、人的全面

发展的观点，分析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关系。认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与青

少年思想道德现实状况具有深刻的社会契合性；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目标和践行的指

导方针；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为青少年自我人格不断完善提供

了良好的社会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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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胡锦涛总书记高屋建

瓴、精辟深刻地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

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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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胡锦涛

总书记这一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重要讲话，概括精辟、内涵深邃，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

和实践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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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风尚

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对于青少年明确是非、美丑、善恶的界限，推动形成

良好社会风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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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与青少年思想道德现实状况具有深刻的社

会契合性 

 

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辱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生动体现，集中反映

了社会的价值导向、人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胡锦涛

同志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概括为“八荣八耻”，言简意赅、内容精辟，既继承了我党传统的社会

主义荣辱观的基本精神，也反映了新时期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是我党对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认

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是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辩证关系的新阐释，具有明显而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鲜明

的时代特征。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依据青少年思想道德现实状况而提出的，从根本上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近些

年，随着外来思想文化的大量涌入，社会环境的急剧转型，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思

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正在冲击着我们优秀的传统道德和高尚的价值观念，

使广大青少年的道德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模糊，一小部分人表现出美丑莫辨、善恶不分、是非混

淆的倾向，未成年人犯罪率持续上升，“问题大学生”屡屡暴露，孩子们比吃、比穿，比谁的父母官大

钱多，却对父母、对周围的朋友漠不关心，不讲科学、崇尚网络预测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问题，有主

观方面的原因，但长期以来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弱化，亦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必须引起我们的高

度警惕。 

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必须认清当前青少年思想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提出

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从本质上抓住了当前治理社会风气的要害，抓

住了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关键，也抓住了学校教育的根本。在当前价值多元、信仰断裂的时代，要加

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就必须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使“八荣八耻”成为青少年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的根本准则。以“八荣八耻”来指导青少年思想道德观，就是要在青少年的思想教育中

贯彻“八荣八耻”，使他们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性；就是要旗帜鲜明地确立起正确的价值体

系，使广大青少年充分认识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

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都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就是要把青少年引导到热爱祖国、决心

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全部热情和力量的道路上来，把青少年引导到崇尚科学、诚实守信、团结互

助、自强不息的道路上来。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目标和践行的指导方针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涵盖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涉及人生态度、公共行

为、社会风尚，明确了当前时代的国民价值取向和行为道德标准，成为我们判断是非、荣辱、美丑的根

本准则和指导方针，从思想建设的宏观层面展现出传统精神和时代价值相交融的文化自觉。具体来说： 

1．社会主义荣辱观论述了“培养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 



“培养什么人”是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目标。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从如何对待国家和

人民、如何对待科学与劳动、如何对待他人和义利、如何对待法纪与生活的角度，全面阐明了“培养什

么人”的重要标准，明确了在“培养什么人”过程中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

族精神，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党的教育方针的深化。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

述，从政治的高度对教育及教育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将青少年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

才是核心问题。从内容分析，“八荣八耻”已经提出了“培养什么人”的具体标准和践行准则。“八荣

八耻”既有先进性的导向，又有广泛性的要求；不仅是对广大党员的要求，也是对广大群众的要求；不

仅是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价值标准，也代表着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代表着正直人们良好的愿望。每一个

“荣”都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幸福，每一个“耻”都关系社会的安定和个人的命运。因此，它具

有普遍指导意义，具有广泛适用性。在语法构成形式上，“八荣八耻”采用对比手法，把“荣”和

“耻”这两个中国古老传统概念切实对应起来，更容易接受和理解，更容易培育国民意识和文化自觉，

富有民族性、感染力和吸引力。 

2．社会主义荣辱观论述了“怎样培养人”，成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践行的指导方针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就是要按照“八荣八耻”的要求，把为培养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紧紧围绕促进青少年学生全面发展这个中心，积极改革和调

整教育教学工作，形成教育工作的新局面。特别是要抓住学校德育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突出针对性、实效性的德育研究，促使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重点内容的德育教育为青少年所接

受、所欢迎，将这一积极思想自觉转化为积极行为。比如在当前的高等教育中，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

育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要在大学生实践教育环节中强化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要求，在实践育人过程

中彰显社会主义荣辱观，把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客观要求内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行动。要通过大

学生“三下乡”、志愿服务、专业实、社会调查、生产劳动等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深

切体会和准确把握是非、美丑、善恶、进而使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熏陶、认识得到升华、觉

悟得到提高。 

 

三、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为

青少年自我人格不断完善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化环境 

 

人一生下来，就受到环境的影响，在环境的影响下发展（身心），获得一定的生活知识和经验，形

成各种思想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认为，社会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客观外

围体，它由人创造，也制约着人的发展，人们只能在既定的环境和条件下生存、发展，这是无法进行选

择的。马克思说:“既然人生来就是社会的产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真正的天性，而对于

他们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该以单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可以

说，自然和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是人的身心发展的客观条件，对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制约作

用。 

青少年正处于自我人格逐渐发展和完善的时期，社会环境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伴随着生理的发



展，青少年心理化发展，青少年心理也呈现出自然意识增强，性意识发展，情绪、情感不稳定，易受外

界影响等特点。从个人的角度看，社会化使人们获得个性、发展自我的过程。所谓自我，即个人对自己

有别于其他所有人和物的独特的个人身份的自觉体验。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米德把自我进一步分为

“主体我”和“客体我”，“主体我”是本能的、自私自利的、任性的和未经社会化的自我；而“客体

我”则是理解社会规范、价值标准和社会期待的社会化了的自我。“主体我”富有创造性和独特的性

格，对他人的态度做出反应；“客体我”则是自我的社会方面，体现了他人的态度。作为整体的自我是

把普遍性的他人有规律的态度和个体行动者不可预测的自觉性结合起来。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对

“自我”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从社会化的角度看，无论米德还是弗洛伊德，他们都强调了环境对塑造

自我人格的重要作用。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革，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

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青少年思想活动

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社会转型时期，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八荣

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涵盖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与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一

脉相承的，在社会发展思想的历程上具有历史传承性和延续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有

助于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形成互助、互爱、和谐的社会环境，从而为青少年自我

人格的不断完善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化环境。通过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社会公德教育，发扬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可以培养全体公民良好的道德品质以及社会责任感、环境保护意识、法纪观念等等，

将维护社会公德的要求变成全体公民的自觉行为。在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中，青少年身心才能够得到健

康发展，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才能够得到有效提高，才能够保证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后

继有人，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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