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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梦,价值魂。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实现中国梦的价值观建设基础工程。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的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

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

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做出的重要论断。



序

2014 年11 月, 在北京参加“第十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学术会

议上, 我与《建设我们幸福的精神家园》作者邂逅了 , 并有幸阅读学习

了这本书的初稿。回西安后, 又和作者进行了几次交流, 感动于作者

的责任与担当。

为什么诗人余光中的《乡愁》会成为中国现代诗歌中的名作? 其

根本原因 ,“乡愁”是人们对家园的怀想与寻找, 没有一个人不渴望回

归自己的家园。这家园, 更多指的是精神上的而非地理上的家园。

我们的肉体或许可以随遇而安, 但我们的灵魂却绝不能随波逐流。

《建设我们的幸福精神家园》这本书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

时代脉搏 , 紧紧围绕“如何建设我们幸福的精神家园”这一话题, 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线、传统文化创新的民族精神线以及个人

成长过程中的灵魂线这三条线出发, 论述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

价值命题 : 什么样的中国, 才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伟大国家? 什么样的

社会, 才是令人向往的理想家园? 什么样的人生, 才有内心的安宁和

恒久的幸福? 我们追求的精神家园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精神

文化和价值体系, 其核心是共同理想和信念。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

精神家园 , 就是要以实现中国梦为目标, 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为共同理想 , 坚守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坚持和平发展的信念 , 这个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青少年中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 就是

要传承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奋斗中形成的精神力量、进行

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 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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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传承和创新是今天我们建设幸福精神家园的必然选择。

两位作者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普通中学教师 , 有着丰富的基层思

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 , 他们用感动中国人物的精神力量和陕北黄土

气息浓郁的生活故事来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 字里

行间透露出活跃的思维和人文情感。编著者引经据典, 用生动的语

言娓娓道来 , 深入浅出地把大道理用小故事讲出来, 开卷展阅, 让读

者在品味生活故事、感受黄土文化的过程中, 能深切地体会到价值观

的力量, 比生存的需要更崇高, 比血浓于水的亲情更博大。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方向盘”, 是一个国家的“稳定器”, 是一个

民族的“主心骨”, 制约着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 , 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质上就是实现中国梦的“铸魂工

程”。

2015 年初 , 我在基层调研与中学德育老师和团干部座谈交流时,

大家讲了很多在青少年中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案例和主

题活动, 纠结于如何从理论上更系统、更有效、更有说服力地传播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渴望有一本适合中学生的读本。《建设我们幸福

的精神家园》就是一本比较系统、全面的学习宣讲参考教材, 阅读这

本书, 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增强人们的道德力量, 启迪人们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清心励志, 善思善行 , 共同建设我

们幸福的精神家园。

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特聘研究员

中国 青少年 研究 会副 秘书长

陕西 省青少 年研 究中 心主任

 薛红萍

2015 年5 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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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寻找我们的精神家园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

什么?

精神家园作为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是人之为人、民族之为民

族以及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因此 ,守望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于国于民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蕴和迫切的实践需求。

人们要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就应该对自己生活的世界和生活

本身进行审视和思考,去追求幸福的精神家园。





第一章  我们从哪里来

人和动物不同,动物只是本能地“活着”,而人的生活应该是经过

思考的、有明确目标的、有意义的生活。

第一节 价值观的产生

埃及金字塔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个长着狮子躯干、女人头面的有翼怪

兽,它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 ,给过路人出了一个谜语:“什么东西

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如果路

人猜错,就会被害死。俄狄浦斯猜中了谜底———是人 ,斯芬克斯最后

羞惭跳崖而死。

这是神话里的斯芬克斯之谜“谜底”,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对

斯芬克斯之谜的“谜面”和“谜底”予以这样的语言学置换、颠倒: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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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人是什么? 谜底才是———这种动物早晨四条腿, 中午两

条腿,晚上三条腿走路;腿最多时最无能。———“谜面”和“谜底”的置

换、颠倒,是正确地理解、解读俄狄浦斯悲剧的一把钥匙。

通过对斯芬克斯之谜“谜面”和“谜底”的语言学置换、颠倒,我们

发现,俄狄浦斯仅仅说出了“人”的“表象”或“假象”,仅仅说出了“人”

的“动物性”本质。这充分证明,俄狄浦斯并没有真正地“认识自己”,

因为,所谓“认识自己”,最起码应该像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 在

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更进一步,人必须认识到 ,自

己首先需要走一条“人———从———众”的“社会化”之路,然后再走一

条“众———从———人”的“个体化”之路。

神话中的斯芬克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正象征了人,而人

正是现实社会中“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真正地认识了自己的

人,他会向一次次阻碍自己前进的“斯芬克斯”献上自己最由衷的

敬意。

人是动物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体。人的动物性像达尔文所提出的

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是由生物遗传基因决定的。人的社会性是人

在动物性发展基础上形成人所特有的智能,以及人在集体活动中作

为个体或作为社会的一员而活动时所表现出的特征。人的社会性是

由文化基因决定的 ,也就是说人出生后在文化环境和文化活动中形

成了人的社会性。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性是由本性、感性、理性等三部分组

成的,人性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

一、孩子一岁之前的发育特点

1 .刚出生

人类数百万年的进化,使得婴儿在出生时,就“天生”地具备了为

适应环境,并能在环境中学习的本能,以及实现本能必需的脑细胞。

这些脑细胞在大脑逐步成熟的过程中, 发育成“突触”而连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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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后,就能互通信息了。

2 . 1～2 个月

人的大脑中主管记忆的“海马”区, 在婴儿出生后不久就开始发

挥一定的作用了。

所 谓 大 脑 海 马 区

( hippocampus) , 即是指医

学上大脑皮质的一个内

褶区, 它位于“侧脑室”底

部绕“脉络膜裂”形成一

弓形隆起 , 本身是由两个

扇形部分所组成 , 通常被称为海马结构。

20 世纪50 年代 , 科学家发现大脑中的“海马区”在存储信息的过

程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海马区的神经细胞可以把人类所遇

到的各类信息固定下来, 令一些脑细胞分子参与记忆的形成。从理

论上讲, 记忆其实就是神经细胞之间的连结形态。然而, 储存或抛掉

某些信息, 却不是出自有意识的判断, 而是由人脑中的海马区来处

理。海马区在记忆的过程中, 充当转换站的功能。当大脑皮质中的

神经元接收到各种感官或知觉讯息时 , 它们会把讯息传递给海马区。

假如海马区有所反应, 神经元就会开始形成持久的网络 , 但如果没有

通过这种认可的模式, 那么脑部接收到的经验就自动消逝无踪。

美国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与纽约大学( NYU) 的科学家经

过多年研究, 共同发现了大脑海马区的运转机制———大脑海马区是

帮助人类处理长期学习与记忆声光、味觉等事件的主要区域。如果

人类的大脑海马区受损, 那么这些人除了记忆力不好之外, 想象能力

也会变差, 他们甚至无法自己在大脑中形成具体的形象 , 取而代之的

将是一堆支离破碎的图像片段。更有甚者 , 受损的大脑海马区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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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大脑对人体自身健康运行功能的不同程度“忘记”, 致使人类产生

失眠、抑郁、强迫、疑病症、神经官能症、神经衰弱、心理障碍、精神障

碍等精神类疾病。因此, 研究人员认为 :“21 世纪, 人类大脑海马区的

康复和保健工作 , 将是保障人类精神健康的又一重大课题!”

3 . 3 个月大

最早发育的区域之一———主管视觉和听觉的“皮质”,基本达到

峰值水平。婴儿可能开始对外界产生最初的反应( 耳濡目染) , 对周

围人的声音和表情感兴趣,有时会转过头来看,有时会微笑。从这个

时候起 ,孩子如果遭到负面体验,就会有不安、失望、嫉妒或受挫等消

极情绪的出现。可以说,他们在如此幼小的阶段,就要注意尽量减少

或避免父母不在身边导致孩子感受不安或失望等不良因素的影响。

要通过亲子互动 ,使之多体验成功 ,以培养良性心态。

4 . 4 个月大

脑袋里帮助识别的“梭状回”区域开始发育,使婴儿学会认人( 第

一印象) ,建立与他人的关系。

5 . 5～6 个月

随着辨别能力的加强及与外部交往的增多 ,婴儿的表情慢慢多

样化了 ,时不时地流露出快乐、失望、惊讶等表情。

6 . 7～8 个月大

负责语言的“角回”区域里的“突触”数量达到峰值,幼儿不能只

是接受父母的影响,不然会妨碍此功能的完善。因此, 婴、幼儿的成

长过程里 ,需要多个亲人的参与。另外,在大脑中构筑心灵图像的区

域———背外侧的额叶前部皮质,此时开始大幅度地增长, 父母等亲人

要随时轮换地关照婴儿 ,以免其产生焦虑情绪或只认某一个人的现

象或养成不良习惯。

7 . 9 个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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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的气质差异就初步显示, 或大方开朗, 或羞怯自闭, 可以从

其左额叶活动是否剧烈显露端倪。

8 . 10 个月大

辨别能力增强, 会用眼睛或声音表示意图, 或探出身子想要人

抱,跟踪父母的视线,主动示好。

二、科学早教是决定孩子如何成长的关键

人类新生儿是在脑发育未成熟的状态下出生的,出生后还要继

续生长发育,完善大脑的功能。婴儿大脑的神经细胞从第3 个月开始

迅速增长,每分钟超过25 万个,1 岁时的大脑重量已达到成人的1��2。

0～3 岁是人的一生中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应该完成的

功能就应该完成 ,错过了就可能终生难以弥补。

婴、幼儿脑组织的发育需要丰富多彩的环境, 父母必须给予婴、

幼儿各种刺激及教育、训练机会,否则, 孩子的大脑缺乏早期生活经

验的熏陶和训练,就将会受到永久性的损害。在此关键期内,越早给

孩子进行教育和训练,孩子的智商就能得到最好的早期开发 ,其大脑

就越聪明,灵活,如:孩子4～6 个月是吞咽咀嚼关键期 ;8 ～9 个月是

分辨大小、多少的关键期;7～10 个月是爬的关键期 ;10～12 个月是站

立和行走的关键期。

此外,人生来就有九种不同的智能, 如:2～3 岁是口头语言发育

的关键期 ,也是计数发展的关键期 ;2. 5 岁～3 岁是立规矩的关键期;3

岁是培养性格的关键期;4 岁以前是形象视觉发展的关键期;4～5 岁

是开始学习书面语言的关键期;5 岁是掌握数学概念的关键期, 也是

儿童口头语言发展的第二个关键期 ;5 ～6 岁是掌握语言词汇能力的

关键期。

在此期间,父母应该给予孩子符合大脑发育特点的各种刺激及

教育机会 ,让孩子的各种能力,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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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感觉、知觉、语言都在相应的阶段得到及时的发展 ,如: 听音乐,

听故事 ,学习唱歌、绘画、舞蹈,去公园、动物园、植物园,看文艺表演、

体育比赛 ,学会自理、帮助做家务、参加社区活动等 ,或郊游、旅游 ,到

大自然与社会中去观察千姿百态的事物与现象。以此通过他们的感

知觉器官 ,将听到的、见到的、感知到的大量健康信息注入到大脑里,

打下良好的“底子”, 让孩子的大脑中储存尽可能多的各种生活、学

习、劳动等方面的必要信息。学龄前的孩子应该多去玩乐和训练 ,引

导孩子观察世界 ,同时动手体验生活,促进想像力、思维能力及实践

能力的发展,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 ,拓展孩子的创新思维。

从怀孕、出生到8 岁,是训练孩子本体觉与平衡觉的关键期。这

时与学习能力有关的更重要的感觉训练,将决定孩子注意力专注度、

动作的协调性和孩子反应的灵巧度 ,影响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此

外,早期的触觉训练会影响孩子的情绪稳定性 ,家长一定要根据人的

“成长科学”对孩子进行各方面的早期训练, 以促进孩子的全面健康

发展。

三、一个人成长的各个阶段特点

1 .三岁前是被动的潜意识记忆,基本不会产生具体印象,此时决

定人的性格。

2 .三岁到六岁会留下模糊记忆 ,已经有部分刺激比较深的情景留

在脑海里,此时对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

3 .六岁至十二岁开始主动记忆 ,自己认为需要的就会记得比较深

刻,直接导致人格的固化,这一阶段是最重要的道德品行形成期。

4 .十二岁至十八岁在性格与人格的导向下, 选择性地追求,如选

择正确 ,人格健全,语言和行为就比较规范,价值追求就科学合理 ,人

生目标就正确;如性格有缺陷、人格不健全,就会选择不良的语言、行

为及生活方式,成为问题青少年。

综上所论述 ,我们可以将人性的形成过程概括为以下三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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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特点:本能天性,遗传因素( 基因, 身体条件, 智商和智能) 。

这一特点是指人的动物性, 是在本能和基因遗传的条件下形成人类

的男女身份、健康状况、仪容仪表、高矮胖瘦、智商高低、智能大小等

先天具有的身体基本状况。

感性特点 :感觉习性 ,环境影响( 第一学习阶段, 被动学习阶段,

要给孩子最佳的第一印象) 。这一特点是指人出生后在环境和活动

的共同影响下,人的感觉器官产生的感觉、知觉和表象等直观认识。

是环境和活动形成的人的感觉习性,所以 ,有什么样的环境决定有什

么样性格的人,环境决定一切。环境决定人的性格 ,环境也可以改造

人的性格。

感性的外在表现为人的性格和人的生活习惯。人的行为习惯是

有惯性特征的,行为习惯的惯性可能是长期的、惯性的,正向引导孩

子就会形成正确的良性生活习惯,反向误导孩子,孩子的生活习惯就

必然走向良性习惯的反面。

人的情感是可以相互传染的, 孩子出生后在父母感情的传染和

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就一步步由本性走向感性,有什么样的感性生活

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性格。

性格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无关 ,但决定一个人生活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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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成功度。

人类有两种不同的情感 :

一种是健康情感( 积极情感) ,包括: 阳光心态、开朗大度、谦逊包

容等。

一种是不健康情感( 消极情感) ,包括:怨恨、痛苦、害怕、恐惧、妒

忌、焦虑、仇恨等。

情感有“传染”的特点,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用健康情感去感染

他人,构建和谐生活, 做好自己, 让我们的生活自我和谐、家庭和谐、

社会和谐。

理性特点:明理知性, 学而知之( 理性是由感性升华而来的———

就看我们怎么去引导) 。这一特点是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

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理性通过论点与具

有说服力的论据发现真理, 通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依靠表象而获

得结论、意见和行动的理由。理性是人们主动学习而获得的真理性

的知识。理性是人们把握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能力活动。

理性特点的人———懂事、自控、平衡。明白要回报父母所付出

的爱。

理性爱是指:感性 + 理性= 真爱( 在现实生活中真爱表现为: 懂

得父母对自己的期望,考虑父母双方的期望,考虑父母双方的需求而

回报,好好学习就是对父母的爱,父母晚年需要照顾) 。

动物主要是靠物质维系生命, 而人类靠物质与精神维系生命

———这里所说的精神主要是指理性的思维方式 ,非理性的思维方式

会危害人的寿命。

所以, 理性( 人格) 就是我们人的道德和人的价值观。

理性( 人格) 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人 ,真正的人才会有人的价值观。

人格的主要组成部分———人生价值观和自觉责任感, 人格的三

种表现形式是:

01

建设我们幸福的精神家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读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