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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
全过程，进一步加强素质教育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８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
小学思想道德教育。完成中小学德育课程标准修订工作，改
进教学方法和考评办法，进一步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深入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继续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宣传教
育活动。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引
导中小学生将“知荣明耻”变成日常的自觉行为。

———２００７年教育部工作要点

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启动
“祖国发展我成长”教育活动

　　“祖国发展我成长”活动是“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少先队组织要紧紧围绕
“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积极参
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实践。自觉地把“八荣八耻”的
具体要求与自身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从我做起、从现
在做起、从身边一点一滴小事做起，在亲身实践中体验“八
荣八耻”的深刻内涵；广泛开展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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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从增强爱国情感做起，从确立远大志向做起，从
规范行为习惯做起，从提高基本素质做起，自觉养成“热爱
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
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良好品德。使少先队开展的社会主
义荣辱观教育成为广大少先队员快乐接受、积极实践、长期
坚持的自觉行动。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指导思想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十六
大精神，全面落实《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公民道德建
设实施纲要》，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针对未
成年人身心成长的特点，积极探索新世纪新阶段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的规律，坚持以人为本，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
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养成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努力
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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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概要丛书，是为了配合胡锦涛

总书记关于树立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重要讲话和共

青团中央关于开展“祖国发展我成长，我与祖国共奋进”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精神而针对青

少年编写的一套分类清晰、典例突出、故事精炼、内容丰富

的优秀图书。

本丛书所遴选的典例故事，以中国古代的名人志士为

主，将典例故事、名言链接和言行导航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将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品德同提高自身素养、锻炼坚强意

志、献身科学事业、共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紧密地结合在

一起，以便使广大青少年在阅读欣赏的同时加深对故事内

容的理解。

本丛书突出地体现了倡导真善美，揭露假恶丑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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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哲理性、启发性。丛书体例结构

规范，章节衔接紧密，语言通俗易懂，故事情节生动。让读

者在欣赏中启迪智慧、增长才干、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对

于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指

导意义。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教育

他们从增强爱国情感做起，从确立远大志向做起，从规范行

为习惯做起，从提高基本素质做起，自觉养成热爱祖国、服

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

法、艰苦奋斗的良好品德，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知荣明

耻、扬荣拒耻的重要内容，也是引导青少年加强自身修养，

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保证。

文以载道，开卷有益。衷心地希望社会主义荣辱观教

育能够成为广大青少年快乐接受、积极实践、长期坚持的自

觉行动。并祝愿广大青少年在弘扬优良传统、构建和谐社

会远大理想的召唤下，与成功相伴！与光荣同行！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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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
婴（约公元前５８５—前５００年），字仲，谥号

“平”，故后人也称其为晏平仲，或尊称为晏子。

齐国夷维（今山东省高密）人。公元前５５６年，其父

晏弱（谥号桓子）死后，他继任齐国正卿，历仕灵公、

庄公、景公三朝，执政近５０年，是春秋时期和管仲

齐名的政治家。

晏婴官位高至相国（相当于宰相）时，俸禄很优

厚，但是，他的日常生活却是非常俭朴的，常常吃粗

茶淡饭。一件裘袍穿了３０年，很破了仍舍不得扔

掉。他常把自己的个人财产散发给附近的乡亲，赈

济贫苦的百姓。后来，齐景公知道了晏婴的美德，

便打算把物产丰厚的都昌封赠给晏婴。晏婴说什

么也不肯接受，他说：“我一直把俭朴作为自己的老

师，时时告诫自己不能奢侈、纵欲。如果我接受您

的赐封，就是抛弃了我最好的老师。”

名言链接

制俗以俭，其弊为奢。

———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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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婴身为相国，却住着普通人家的房屋。齐景

公打算赐给他一座新房，对他说：“你家的房子低

洼、狭小、潮湿，距离闹市又近，连觉也睡不好。我

准备赐给你一套好院子，搬到高爽僻静的地方去，

好吗？”晏婴又谢绝了，他说：“这套房子是祖传的，

我的先辈能住的房子，如果我不能住下去，那就说

明我已经变质了。再说，住在靠近闹市的地方，买

东西方便，况且经常身处百姓之中还能随时体察民

情。我在这里已经住得非常习惯了，而且新造房子

既麻烦又浪费钱财，就免了吧！”

齐景公看晏婴不接受，就在他一次出使晋国的

时候，给他家换了新房子。晏婴回到齐国，说服了

家里人，并再次向齐景公表示了谢意，而后把家又

搬回到那座低矮、潮湿、处于闹市之中的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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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导航

　　节俭是最重要的道德修养，大凡为人们所敬仰

的仁人志士、清廉官吏、历代名流，大多都很节俭。

这些人物之所以为人们所景仰，毫无疑问，是他们

身上有着诸多美德。人们略加观察分析便不难发

现，这些美德又与“节俭”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个人不论地位如何，也不管身份怎样，一旦

具备了节俭朴素的品质，往往就能以长远的眼光规

划人生，集中有限的物力和精力，谋求发展，创造未

来；往往就能以理性的眼光调节人生，淡化物欲、财

欲，而致力于更高层次的人生追求。人生在世，能

达到如此精神境界的，其美德必然会为社会所称

道，为人们所尊敬。而身为相国的晏婴正是这些清

廉官吏中令人钦佩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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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秋时期，张玉和陈邵是一对好朋友，他们读书、

作息都在一起。张玉因家境较为贫穷，所以需

要自己工作，赚取生活费用；陈邵则因家中富裕，所

以衣食无忧。但是，每到月底缴交束脩（学生致送

教师的酬金）的时候，陈邵却总是没钱。

一天，陈邵接到家中寄来的信，说：“受战乱波

及，家中已无多余钱财，希望你能自力更生。”陈邵

看后吓了一跳，心想：这该如何是好？这时，张玉满

身是泥地从外面进来，就问他：“你到哪里去了？”张

玉回答说：“我在屋子旁开垦了一块菜圃，种些蔬

菜，除了自己吃，还可以卖了赚些钱。”接着陈邵就

把自己家中来信的情况告诉了张玉。

张玉在陈邵将其家里情形说完之后，笑了笑

说：“你跟我来。”他们一起走进张玉的房间。张玉

指着已晒干的米饭，对陈邵说：“这是你平常剩下

名言链接

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

———荀　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