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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统儒家*修身+思想强调个人提升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和人格上的自我完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旨不谋而合'

借鉴儒家*修身+思想#有助于拓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途径#破解核心价值观建设面临的外部压力和内部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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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多

元化价值观得以扩散#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物欲主

义泛滥等不正之风的传播影响了人民正确价值观的

形成#妨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与普及'

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与错误思想观念的抵

制#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块肥沃的土壤#国家

的立命之本是人民#因此个人价值观的准则就显得

尤为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价值

准则更需要从儒家的*修身+思想中汲取营养'

一&$修身%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中#

*修身+思想是儒学大家以及封建的统治者特别注重

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认为*修身+是实现人生价值

和达到高尚人格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儒家思想学

说中#*修身+思想有丰富的基础#自身有一套完整的

体系#既有*修身+要达到高尚人格的价值追求#又有

关于实现人生价值追求的方法理论'儒家学说中的

*修身+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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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修身%的思想内涵

*修身+即修身之道#是指个人道德上的自我修

养与人格上的自我完善'

5

#

6它从*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告子下-"的思想出发#以*圣人之德+!,四

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为修身目标#全方位的展

现了儒家*修身+思想的丰富内涵'

5

!

6

,中庸-言道$

*子曰$7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

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在中华传统儒家文化中#

*修身+思想无论是对于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还是

对治国理政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大学-是儒家经典的精髓#其中系统论述了*修

身+思想',大学-讲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

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

身88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平+'在儒家思想中#*修身+是其根本所在#以修身

才能推到齐家%治国以及平天下#这也是儒家所倡导

的*内圣外王+之道111通过内在修养使自身的主体

修养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再推及到*齐家%治国%平

天下+#使自身的能力得到内外全面的发展'而实现

自身的内外全面发展的关键#就在于*修身+'正如

,大学-中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

为本+!,礼记.大学-"'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5

&

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今多元化价

值观的核心#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来确立价

值准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并

且在结合时代要求的同时摒弃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糟粕部分'从国家来讲#人民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

本'从公民来讲#个人发展离不开国家的进步#个人

利益与国家利益始终紧密相连#*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就是最好的注解'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

个层面来讲#同样是密不可分%相互交融'公民层面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都可以在中华

传统文化中寻到它们的踪迹#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

所提倡的最基本的立人准则'儒家文化中的*言必

行#行必果+#*业精于勤+等都是当代核心价值观的

传统注解'

'三($修身%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深刻地影响了中

国社会的发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修

身+思想中的精华部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

层面的内容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点'*修身+思想从文

化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的一面看#是为了培养人们的

自我意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但透过其表象#从文

化心理积淀的一面看#却可以发现其中蕴藏着一种

积极进取的精神'如果把它批判性地转化为符合当

代要求的内容#赋予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

放的时代精神#则可以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和文化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华

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并且结合当前现实对中华

传统文化中潜在的有价值的思想进行挖掘和创新'

中华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传播的

土壤#若脱离了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源#无法得以长久地为社会

主义建设提供思想的正能量'中华传统文化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精神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凝练总结与发展'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现实困境

如今全球各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相互交织与

渗透#多元化的价值理念影响着人们特别是青少年

的思想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冲击'

'一(外部$义%与$利%的冲突

*义+与*利+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

价值观念'

5

A

6

#B

儒家思想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不义

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强调*先义

后利+%*义以为上+#认为道德理想比人的生命更为

重要'

但是在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下#两者之间存在一

定的矛盾'随着社会剧烈转型和市场经济蓬勃发

展#在生活水平得到快速提升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方

式和价值观也逐渐发生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等不利于人全面发展的思想在社会上日益横行#妨

碍了人的全面发展'

孔子教育弟子要当*君子儒+#不做*小人儒+'

孔子坚决主张并身体力行其*道+#坚持*天下有道则

见#无道则隐+的独立人格'孔子认为*邦有道#贫且

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

伯-"'也就是邦有道#自身贫贱#深感耻辱&邦无道#

即使自身富贵#却深以为耻'

5

%

6

CB在国家治理有方的

时候#自身贫穷低贱&在国家治理无方的时候#自身

富裕尊贵#都是一种耻辱'我们要把国家利益与个

人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忘了

*义+#损伤国家利益'因此#当代青年应该学习借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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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处世观#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义利观+'

青年群体是一个很能紧随时代潮流的群体#他

们会很快接受各种信息工具的使用#会很快运用新

技术和新技能#因此他们能够接触到很多思想潮流

的洗礼'在各种价值观念冲突交替的社会环境下#

面对纷杂的思想潮流#因自身不具有判别这些思想

潮流正确与否的经验#很容易接受各种不同的价值

观念#动摇正确的价值观念#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

观'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树立过

程中#需要结合儒家的传统思想#帮助青年在今后的

生活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二(内部$知识%与$素养%的矛盾

尽管我们一直将培养全面型人才作为教育目

标#但实际上在不同的教育阶段都普遍存在重*知

识+%轻*素养+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只有知识学习才是硬道理#素质和

修养教育并不重要'加之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

学生也会不由自主地将重视*知识+%轻视*素养+的

思想观念扩展到自己所学的课程和以后的生活中#

久而久之#形成了*有用无用+论'只要对考试获得

高分有用#对获得现实利益有用#那就加以重视&对

考试成绩%对现实利益没有明显效果的#就退为其

次'然而#功利性教育理念下学到的知识仅能应付

考试#并不能最终内化为自己的能力'学生可能学

到了很多知识#但很大程度上又没有能够转化为提

升内在素养的能力'因此#重*知识+轻*素养+的观

念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畸形的学习态度也必然不

会培养出全面型的人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对个人层面的注解#*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看起来简简单单#做到却不容

易'人人都高喊爱国#但有的人却做着危害国家利

益的事情&人人都觉得自己兢兢业业#可能做到持之

以恒的少之又少&人人都坚持自己诚信#可*假药+%

*毒物+却从未消失过&大部分人都是本性之善#但是

在马路上却不敢扶起一个跌倒之人'现实极大地冲

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培育和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就显得尤为迫切#它与人们的幸福生活乃至中华

民族的未来都息息相关'

三&$修身%思想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价值所在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量

源泉'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

时#要充分借鉴和发挥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一方面#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

信&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传统

文化的肥沃土壤#不仅自身可以得到丰富和完善#而

且还可以传播地更加久远'

'一($修身%强调主体能动性)人的主观努力是

人格完善的基本途径

孔子以立身为出发点#认为立身于世的关键之

处在于个人是否具有*君子+人格#是否能自重自律

和自觉修养'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

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要使自己成为君

子#只能靠自我修养#而不能苛求别人#依赖别人'

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要

培养有道德%有修养的公民#必须要发挥个人的主观

能动性'也就是说#应该*求诸己+#依靠个人的自主

自觉和主观努力而实现公民修养身心和道德完善'

'二($修身%强调$学%$思%结合)提出$慎思%&

$慎独%的修身方法

*慎思+和*慎独+作为修身方法和道德境界#在

今天仍有其重要价值'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

为政-"'孔子认为对于*思+与*学+#不可偏废#应该

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

需要不断思考和反思#正确认识自己#就要经常反省

自身并对错误和缺点加以改正#使自己的言行符合

社会道德规范'在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时#要

保持一颗谨慎思考的头脑#努力做到*慎思+#养成良

好的道德和行为习惯'

除了*慎思+#*慎独+也是儒家倡导的一种修身

方法',大学-中有言$*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

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然后厌然#蒁其不善而

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

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独居时

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但是当面对君子时就畏畏缩

缩#掩盖自己不善良的一面#而表现其善良的一面'

其实别人看他#就好像能够看透他的五脏六腑#他的

掩盖并没有什么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内心的真实意

图会显于表面'因此君子在独处的时候也必须要小

心谨慎#时刻约束自己的行为'当一个人在独处时

也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关注自己的修养#那社会上的

君子就会逐渐多起来#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有所

改善'

因此#*慎独+是一个修养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

是一种主体在道德方面已经达到高度自觉的状态#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情况都会遵循道德的要

求'如果一个人可以做到*慎思+和*慎独+#那么*马

加爵+%*药家鑫+等悲剧或许可以减少甚至避免

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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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身%注重$力行%)把所学的知识和方法

付诸实践

孔子兼重学习和修身#要求人们*博学于文#约

之以礼+!,论语.雍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论语.述而-"#主张多听%多看%多向别人学习'

但在孔子看来#*行+是比*学+更为重要而且难以做

到的#他曾经评价自己$*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

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修身的目的就

是*行+上#,中庸-有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

辨之#笃行之+#就是要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询问#慎

重地思考#明确地辨别#最后要切实地力行'所以孔

子特别强调言语与行动的统一性#使两者达到相匹

配的境地'

学到的知识最终都要落实到行动上#人们修身

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更好地实践#一个人只有通过实

践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并在现实生活将高尚的

人格和道德要求体现出来'

四&结语

儒家*修身+思想提倡*求诸己+#发挥人的主观

能动性完善人格&注重*学+%*思+并重#以及*慎思+%

*慎独+的修身方法&提倡*博学+%*力行+相结合#把

所学理论知识与修身方法付诸于实践'

尽管*修身+思想存在一些瑕疵和缺陷#但其对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对于人的

道德培养与人格完善均有极强的借鉴价值'我们应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其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吸

收#同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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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科学的个案干预策略

通过美国成功的经验可以看到#融合教育成功

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提供了能够满足障碍学生特殊

需求的特殊教育干预策略'如前所述#美国发展了

大量有效的用于提高障碍学生学业发展和社交能力

发展的干预策略'在大量的干预项目中#同伴媒介

的干预手段%视频榜样%嵌入式教学%社会故事%图片

沟通都是比较有效的干预策略#但我国关于这些干

预策略的实证研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更无法应用

于融合教育教学中'此外#我国对融合教育中特殊

儿童的社交质量%学业成就水平%影响特殊儿童融合

教育相关因素的研究还未系统开展'这都需要我国

学者借鉴美国的先进经验#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研

究#从而为我国特殊儿童融合教育提供坚实的理论

基础#从而把其应用于教学实践中#来改善融合教育

的质量'

四&结语

总之#融合教育强调的是障碍学生的相似性#而

不是差异性#主张所有学生在相同环境下共同成长'

融合教育的实施#犹如一棵树苗#需要不断地灌溉滋

养#才会茁壮成长#所以它不仅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

策#而且需要社会各界#包括学者%学校教师以及家

长们的配合#才能得到最大的效果'融合教育的理

念只有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充分展

现出来#我国特殊教育才能够进入新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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