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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品德修养筑牢价值基石

——如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③

本报评论部

真与善、知识与道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不可偏废，一个人只有成

人才能成材，只有立心立德才能立功立言

9月开学季，不少师长的开学寄语，引人深思。在清华，教授期望“行

囊里装着谦虚、好学和坚韧不拔”；在复旦，学长瞩望“有所学，有所成，

有所爱，不做‘空心人’”；在南开，校长讲述“大学是一个铸造灵魂，

树立信仰的地方”。开学寄语精彩纷呈，其中有一个共同点，都强调学生

的品德修养。

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立德为先，修身为本，这是人才

成长的基本逻辑。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加强品德修

养上下功夫”，把“品德修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本素质。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德”是摆在第一位的，这就需要教育引导学

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踏踏实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爱大德

大情怀的人。

教育不仅要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更要塑造灵魂、塑造生

命、塑造新人。换句话说，教育不仅要传递给学生专业知识，更要塑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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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品德修养、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德者，才之帅也”，专业知识往

往具有工具理性的一面，如果一个人不能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引导知识的运

用，则可能适得其反。蔡元培就曾指出德育缺失的后果：“德育实为完全

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何况，

加强品德修养，既有个人品德，也有社会公德、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大德。

可以说，德育既是学生入学的第一课，也是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课，是需

要终身修炼的心灵成长与价值养成。

爱因斯坦说过，“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要使学生对价值

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

善有鲜明的辨别力”。没有这种道德上的辨别力，就可能对同学、对师长、

对社会缺少关怀，也可能越出行为的边界。现实中，论文抄袭等现象屡禁

不止，违法“校园贷”瞄准一些学生的“奢生活”，这些问题固然有各方

面的原因，但品德修养欠缺、道德辨别力弱化难辞其咎。事实上，真与善、

知识与道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不可偏废，一个人只有成人才能成材，

只有立心立德才能立功立言。

然而，对于有思想、有个性、有见识的当代青年，德育决不能是凌空

蹈虚、陈旧迂腐，而是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足平实。从挤绿皮火车几十

小时去上学到行李靠快递的“空手到”，从背上包着铁饭盒的铺盖卷儿到

手中一刻也放不下的手机，这是品德教育必然要面对的时代场景变化。如

何让学生学会感恩、学会助人、学会谦让、学会宽容、学会自省、学会自

律，一样的问题，恐怕也需要与时俱进的回答。古人的道德实践路径，是

从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今天，同样需要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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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通过落细落小落实的无声教育，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以品德润身、有

公德善心、用大德铸魂。

应该说，今天，我们加强品德教育，已经有了更丰富的资源、更先进

的手段。比如，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可以更好地让

传统文化“活”起来，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这一固本铸魂的基础工

程。比如，以实践调研、志愿服务等方式，让学生走进社会、走进基层，

感受时代脉动、思考社会问题，培养责任心、公益心。加强品德修养的目

标是一致的，但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最根本的就是要填上沟通的“代沟”、

学会对话的“语言”，找到与当代青年的共鸣点，以生动的案例、感人的

故事、亲身的体验，让学校真正成为化育为人的天地，而不仅仅是教授技

能、发放文凭的场所。

曾有人问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您在哪所学校学到了最重要的东

西？”他回答：“在幼儿园，我学了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做错事要道

歉”，“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生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从小事、小节开

始，让品德修养润物无声地进入学生心田，就能让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

扣子，为整个人生打下向好向上的价值基础。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19 日 05 版）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09/19/nw.D110000renmrb_20180919_1-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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