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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荣辱观教育》

内容概要

《公民荣辱观教育:基于德性论的分析》是在作者主持的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义荣辱观
教育及其实效性——基于德性论的研究”结项成果的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的。从德性论视角研究公民
荣辱观教育及其实效性问题，主要涉及五个关键概念和三个主题。五个关键概念是：做人、德性、荣
辱、教化、实效。三个主题是：其一，荣辱观与德性论及其关系，这是《公民荣辱观教育:基于德性论
的分析》的基础内容；其二，公民荣辱观及其教育，这是《公民荣辱观教育:基于德性论的分析》的基
本内容；其三，公民荣辱观教育的实效性，这是《公民荣辱观教育:基于德性论的分析》的核心内容。
作者力图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为切入点，在德性论视域中，着力从学理层面研究社会主义公民荣辱观
教育及其实效性问题，并把这一问题与“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精神家园”、“和谐”
等当代中国最新社会理念相融通，为有效开展社会主义公民荣辱观教育提供学理支撑、理论思路和对
策建议。全稿紧扣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实践，围绕“做人、德性、荣辱、教化
、实效”五个关键问题，从德性论角度，梳理了我国公民荣辱观及其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揭示了
社会主义公民荣辱观的德性本质，分析了社会主义公民荣辱观教育的德性指向，探究了社会主义公民
荣辱观教育实效性的内涵、要求及原则，阐明了增强社会主义公民荣辱观教育实效性的个体德性机制
和社会德性机制。这是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公民荣辱观教育问题的学术专著，在国内同类
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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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寇东亮，1965年11月生，陕西铜川市人。先后毕业于延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哲学博士。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主任、教授，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学术研究领域为人学、道德哲学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项。发表学术论文80
余篇，其中3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全国高
校文科学报学术文摘》等全文或摘要转载。独著出版《德性重建的自由根基——现代道德困境的入学
解读》、《发展伦理学与科学发展观的伦理意蕴》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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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做人、德性与荣辱
一、做人：生命的主题
二、德性：做人的根基
三、荣辱：德性的内核
四、教化：荣辱的养成
五、实效：教化的指向
第一章 德性论视域中的荣辱观
一、从“做事”到“做人”：德性论的主旨
二、从“三德”到“四德”：个人品德的凸显
三、从“明荣”到“知耻”：个人品德的要义
四、荣辱观：一种德性价值观
第二章 公民荣辱观的德性底蕴
一、人类思想演进中的“一般荣辱观”
1．荣辱观体现人的自爱与自尊
2．荣辱观昭示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价值
3．荣辱观蕴涵丰富道德意义
4．荣辱观是治国理政的基本准则
二、公民荣辱观的人学根据
1．人的全面发展
2．社会主义“新人”
3．“真正人的道德
三、当代中国公民荣辱观德目的演变
1．“五爱”
2．“五讲四美三热爱”
3．“二十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4．“八荣八耻”
四、社会主义公民荣辱观的根本
第三章 公民荣辱观的错位及其根源
一、公民荣辱观的错位
1．躲避“崇高”
2．谄媚“低俗”
3．推崇“厚黑”
4．淡化“性羞耻”
5．热衷“次道德”
一、公民荣辱观错位的实践根源
1．货币拜物教：颠倒黑白
2．官僚制：冷却道德感
3．潜规则：消解羞耻感
4．网络技术：催眠道德意识
5．一手软：教化的乏力
6．怨恨心态：滋生道德冷漠
二、公民荣辱观错位的思想根源
1．世俗主义
2．相对主义
3．虚无主义
4．后现代主义
四、公民荣辱观错位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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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封建遗毒
2．“文革”遗风
第四章 公民荣辱观教育的德性指向
一、公民荣辱观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公民荣辱观教育的两个基本目标
四、伦理共同体
五、人文关怀
六、道德资源供给
1．观念供给
2．制度供给
3．实践供给
第七章 公民荣辱观教育的个体德性机制
一、脸面：明荣知耻的道德文化机制
二、人情：明荣知耻的道德情感机制
三、反省：明荣知耻的道德思维机制
四、忏悔：明荣知耻的道德心理机制
五、信仰：明荣知耻的道德意志机制
六、敬畏：明荣知耻的道德内压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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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引论 做人、德性与荣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大众文化、公民
社会的不断推进，公民教育在我国日益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大众实践。公民道德建设是公民教育的重
要内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着力的重要方面。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提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的重大任务，并强调指出：“增强社会主义
的公民意识，使人们懂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懂得与自己工作和生活直接有关的法律和纪律，培
养守法遵纪的良好习惯。”①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
公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的要求之一；“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急三祛
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②。2001年9月
，中共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3年9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决定，每年9
月20日（即2001年9月20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日）为“公民道德宣传日”。2004年9月，
中宣部、中国伦理学会等主办“首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发表《首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宣言》。《
宣言》指出，不论仕农工商，不论男女老幼，不论职位高低，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力量
有条件为公民道德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迄今为止，论坛已连续举办八届。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
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
公平正义理念”①的任务，更加凸显了公民意识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在当代中国日益重要的社会地位
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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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出于对人的道德的好奇，买了这本书来深入研究。感觉还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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