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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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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三个层面体现了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答了我国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

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次，对其他层次的价值理念具有统领作用。富强

是基础，民主是保障，文明是灵魂，和谐是目标，共同构成国家发展目标，体现国家

发展的整体价值追求。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和建

设的目标，也是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的基本价值尺度。自由是前提，平等是基础，公正

是底线，法治是保障，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共同形成了对社会价值的基本

要求。公民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立足公民个人层面提出的核心价值

观要求，是为公民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确定的明确价值规范，明确了公民对国家、对

工作、对社会、对他人的应有态度和应尽责任，涵盖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等各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对公民个人层次上的基本行为规范的价值要求。

201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

见》，要求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总体规划，贯穿于基础教

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各领域。2014 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

记到北京大学考察，在出席师生座谈会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深刻阐述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脉络、核心要素和实践要求，明确指出当代青年践行社会主义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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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

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责任和努力方向。

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基本途径是教育，教育不仅通过传授知识和技能维系人的

生存，而且通过传播价值观培育人的心性。价值观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职

学生处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教育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需要坚持育人为

本、德育为先，落实到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各环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

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学校组织编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针对中职学生的思想特点，联系他们关

心、关注的热点问题，力求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

意义、丰富内涵、基本特征和主要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教育与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结合起来，与世界文明有益成

果结合起来，通过较为深入的理论论述、丰富的案例和富有哲理的经典篇章，让学生

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逻辑，并能进行思辨性的思考，为广大中职学

生学习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蕴涵和精神实质提供了辅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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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 24 个字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层面看，是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

国强才可能民富，国势平稳，家才和睦。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饱

受苦难，几次陷入国将不国的危难局面。城春草木深之际，国家却还在严冬之季，久久

不醒。无数仁者志士，为残破之国躯奔走疾呼，救国忘我，甚至抛头颅、洒热血。幸自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终于找到一条重生之路，在天下一统之后，中华民族又找回自信，

屹立于东方之畔。新中国成立之后，历经坎坷，历经岁月，历经磨炼，始终坚持走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有波折，向前进永远是主旋律，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中国更为坚定、坚实、坚决地走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大道上。

国家富强，一定是建立在国家给予人民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中

国人民当家做主，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的渠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一个国

家民主的建设是为了国家能长治久安、繁荣发达。同理，只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建设好了，

国家才能长期平稳发展。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实践中取得

了不少进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等国家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

尊重和保障。中国在进一步进行民主实践的探索和完善过程中，必将能更为有力地推动

国家的发展。

中国自古便是文明古国，过去五千年文化，星汉灿烂，瑰丽夺目，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虽历经王朝更迭，斗转星移，却始终能做到虽屡经国破，而民族气魄却长在，中华民族

之长存，尤依赖于文明长存。现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新文明，是吸收了古今中外文明聚

于一体的大文明、新文明，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的文明。社会主义新文明是人类社会

发展到新阶段的文明，也是将来社会文明的发展大方向。其内核是给物质文明建设以精



3第一章    国家篇

神动力，并保证其社会主义方向。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文明为纽带传承中国人之文化、气节和

修养。

中国古代文化历来重视和谐之道，传统儒释道精神中，“和”都是其基本核心之一。

看看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与“和”字相连的词汇，如和谐、和平、和睦、和美、和善、和气、

和悦、和乐、和顺、和好、和畅、和蔼、和缓、和解等。“和”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提。

新中国成立之后，也由初期的阶级斗争为主转向和平建设、专心致志进行国家建设，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也倡导和谐，大家齐心搞发展。在国际关系上提出以和为贵，

倡导国与国之间和平发展路线。社会发展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社会和谐是社会不断发

展的动力和保证。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有利于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

环境的关系，有利于推动人们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

形成可持续长期平稳发展。

中国虽走向富强之路，但与古代汉唐盛世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还是有所不如，民主

建设虽大有进展，但若论当今中国民主建设之深度及广度，还有待于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

特别是民众的民主意识及修养还有欠缺。中华文明虽是灿烂夺目，但当前阶段，社会主

义新文明也在起步之时，要想得到世人敬仰及追随，路还漫漫其修远兮。我们真正倡导

的社会主义和谐目标，就目前来说还是在追求的路上，还没达到目的。这次中央提出的

核心价值观，无疑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任重而道远。在实现之道路上，我们不要忘记了

当初出发是为了什么，不要停下，不要犹豫，不要徘徊，不要回头，目标已定，走下去

就是胜利，走下去，路就会越来越宽广。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的基本主张。在当代中国，

实现国家昌盛、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符合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寻求民族复兴的共同愿景，

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美好前景，始终是一个鼓舞人心、振奋精神的价值理想，

是一个能够凝聚起亿万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的宏伟目标，对我们广大青少年有思想启示

意义和行为指导意义。

本章主要与广大青少年朋友一起研究讨论、分析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

的第一个层面，也就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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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富				强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周易·系辞下》

大意为：安稳时不忘危机的时刻，生存时不忘记灭亡的可能，太平时不忘记动乱的

忧患。

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和民族，唯有常怀忧患意识，才能鞭策自我，走向富强。

案例导读一

詹天佑：钢铁的脊梁承载光荣与梦想

说起詹天佑，自然就联想到令人穷尽视野的铁道线，在北京的青龙桥地段，钢铁的

笔画，一撇一捺，眼前摇曳出“人”字形的意象，啊，大写的詹天佑，是第一个把中国

人写在山川大地上的人。

因此我总隐约觉得在 150 年前，詹天佑诞生的那个仲春时节，似乎同时也预示了中

国铁路萌发了一枚蕴含希冀的春芽儿。当初或许谁也未曾料到，由这棵破土的春芽儿生

长出的钢铁枝蔓儿，以血脉的传承在古老的神州纵横延伸，繁衍了华夏今日如此四通八

达的铁路网络，谁能说詹天佑不是一条条铁路的化身？

当历史影像再次呈现 1872 年，年仅 12 岁的詹天佑以自己的聪慧考取了清政府筹办

的“幼童出洋预习班”，父亲只能在写有“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志愿书上

签字画押。从那时起詹天佑便背负起一个潜在的伟大使命，尽管风萧萧兮中平添了些许

悲壮况味。他毅然决然地辞别父母，少小离家，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到美国就读，

遂亲眼目睹了北美西欧科技的先进与发达，心中暗自许诺：“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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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 1877 年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有幸专攻铁路工程，并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

据说当年的 120 名回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仅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一。应该说这是詹

天佑的幸运，更是中国铁路的幸运。

不幸的是，学成回国后的詹天佑满腔热忱，正想着把所学用于修筑铁路，而清政府

洋务派官员却是一群洋奴，铁路建设一味依赖洋人，竟然废弃詹天佑的专长，愣是把一

个铁路工程师差遣到福建水师担任旗舰驾驶官。1883 年中法战争爆发，当法国舰队发起

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炮火，沉着机智操作着战舰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火力，抓

住战机，用尾炮击中了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致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险些丧命。当

年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也不免发出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

兵舰上的五个留学生，以詹天佑表现最为勇敢。詹天佑的这番从军参战的插曲与经历，

一扫旧时书生的孱弱印象，令我等后辈刮目相看。

接下来，詹天佑的际遇和作为应该是他人生的华彩了。1888 年，被湮没了 7 年之久

的詹天佑有机会到中国铁路公司履职，先是忍辱负重修建天津至唐山铁路，后又大胆采

用“压气沉箱法”进行桥墩的施工，战胜英国、法国和日本的洋专家，破解诸多技术难题，

成功建成滦河铁路大桥。再后来就是主持建成了著名的“京张铁路”。当时一些帝国主

义分子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自己

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 50 年。” 詹天佑亲自带队，背着标杆、经纬仪，跋山

涉水，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抛洒心血和汗水，使整个工程提前两年完成，费用只

及外国人估价的 1/5。其间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

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为中国百年铁路史页留下了传神的点睛之笔。

随后，詹天佑除接受了修建四条铁路的邀请外，还满怀热望策划修筑广州至汉口的粤汉

铁路，以构想实现与京汉铁路连成一体，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可以说当时中国的每

一条铁路，几乎都和詹天佑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或者说詹天佑本身就成为了铁路的象征。

詹天佑曾作为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代先

驱，以足够的资格和底气，代表华人充满自豪

地说：“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

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不难想象在

1919 年的那个严冬，詹天佑抱病代表中国政

府出席远东铁路国际会议，是怎样与企图霸占   京张铁路修建时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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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满中东铁路的日方代

表唇枪舌剑，取得我国保护

中东铁路的合法权利。当他

再次登上蜿蜒向前的万里长

城时，虽壮志未酬，亦心灵

慰藉，禁不住由衷感叹：“生

命有长短，命运有沉升，初

建路网的梦想破灭令我抱恨

终天，所幸我的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

钢轨坚韧的质地饱含了詹天佑不朽的精神。记得有一次与诗友去唐山的丰润工务段

访求，一位巡道的工人指着脚下的线路对我们说：这就是京张铁路。我顿时肃然起敬，

自觉放轻了脚步，生怕踩踏了一个高尚的灵魂。我深信詹天佑依然活着，他仅仅活了 58

个春秋，至死仍未达到退休的年龄，所以他以一种匍匐的生命姿态负重永生。我们每每

乘火车到八达岭过青龙桥车站，一眼望见那座耸立的詹天佑铜像，这实际是一座铁路人

的丰碑啊 ! 我们会在景仰中冥想：人匍匐下去，便成了路；人站起来，便成了碑。而远山

不远，近水不近，路啊路，总在前方……

詹天佑犹如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铁路，钢铁的脊梁，连接起历史与未来，承载着光

荣与梦想。

—来源：张风奇《揭秘詹天佑成长经历    钢铁的脊梁承载光荣与梦想》，人民网，

2011-08-22

案例导读二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钱学森即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工程控制

和物理力学等领域独领风骚。在火箭与航天领域、在控制与制导工程技术方面，钱学森

成为举世公认的技术权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没有钱学森，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将会在国际社

会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的情况下摸索很久，绝不会发展得如此之快，如此之顺利。因此，

钱学森被评为影响 20 世纪的世界 20 位科技巨人之一（其中有爱因斯坦、波尔、奥本海墨、

居里夫人等 20 位科技巨人）。

    清政府给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的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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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故乡在杭州，1911 年出生在上海，5 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钱学森回忆读

中学时说：我在读书时，没有死背书，看了许多书，但从不死读书，而是真正理解书。

1929 年夏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老师们对学生都非常严格。严格也有严格的好处，严师出

高徒。钱学森很理解老师们的一片苦心，确实学到了许多终身用之不尽的知识。钱学森

对每一门学科都有浓厚的兴趣，熟读硬记，刻苦用功，门门功课都能达到 95 分以上。

1935 年夏，钱学森经过考试取得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的资格。就读于被称为美国科

技工程之牛耳的麻省理工学院。可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美国航空企业不欢迎中国人去，

这是钱学森在异国他乡遭受的一次冷遇。

1936 年秋，钱学森来到洛杉矶就读一所美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加州理工学院。

他的导师是匈牙利人，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冯·卡门教授。大洋彼岸的钱学森，

买来和借来一册册力学书籍，日夜苦读，欲读尽全世界现存的力学著作而后快。他如饥

似渴，废寝忘食，每天坚持苦读 12 个小时以上。整整三个寒暑，钱学森埋头苦读，硬是

将当时所有的力学著作都读了个遍。不仅如此，在此期间，他还潜心研究了与之相关的

现代数学、微积分方程、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相对论、分子结构、量子化

学等学科的理论。他就像一块海绵，对世界上任何一滴有益的水都要尽量汲取。1939年6月，

钱学森取得了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成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

1943 年 11 月，钱学森与马林纳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提出了三种火箭（导弹）的研

究设想。这份报告在美国航天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为美国在四五十年代研制成功的

地对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基础。他对此后美国火箭事业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重大贡献。钱学森被认为是“制定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

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

1947 年 2 月，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年仅 36 岁。也就是在这

一年 8 月，钱学森与在德国音乐系留过学的 27 岁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结婚。 

钱学森申请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辞职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

但军方迟迟不批准，却受到了美国当局的无理迫害，为了回归祖国，他罹难整整五年。

美国当局非常不情愿拱手把这样一个在美国也屈指可数的稀世之才为共产党的新中国所

用。“钱学森对我们美国来说太重要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他走！他知道得太多了，

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决不让他离开美国！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

新的迫害开始了。钱学森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他的家和工作室被搜查，并扣

留了 800 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半个月后，钱学森遭到了无理的逮捕。为了营救钱学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