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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的发展都会有一个过程，都会有一个付出与收获的

轮回，也会有种种预想到或预想不到的曲折和艰难，还会有心理平

衡与不平衡的参差交错。我们所祈望的不是一马平川的人生大道，

而是那个需要努力付出才会达到的目标。为了目标而努力才会在人

生大道上留下深深的脚印，那证明我们的人生之路丰盈而光彩，是

作为一个“人”经历了一段真实生命的历程。我们的价值在于为了

走向那个目标的创造，在于身后生命轨迹中留下的那些刻写于忆念

中难以磨灭的印记。不要在意谁的发展比我们“红火”，我们的愉

快就在于我们有了他人不可替代的发挥，开拓了一条属于我们自己

的生命之旅。

我们一直遵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关于教育的战略意旨——优化知识结构，丰富

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做事，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

活，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开创美好未来。

“学会做人做事、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完善而丰富

了现代职业教育培养的内涵，指出了职业教育行为的根本之所在，

为我们奠定了于未来社会中的立身之本，立业之基。我们每个人都

该是全面发展的，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会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感

受到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享受人生的收获。

卷首语

“三会”送您全新的人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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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做人做事“是我们一生的本分，是一个人生命得以发展

之根。我们要做一个好人，一个利益面前谦让而受人尊敬的人，一

个懂得贡献回报社会和父母的人，一个有积极进取精神的人，一个

知不足而不断汲取知识以完善自我的人。有了这样一个人品支持，

我们就会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就会获取迈开大步走向目标的力

量。

“学会动手动脑”是我们一生的实力，是一个人生命得以发展

之本。陶行知的《手脑相长歌》中说“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

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

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我们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不要

有企图靠花言巧语就可以蒙混过关的异想，要将我们的脑和手都动

起来，努力掌握知识技能，拼搏不怠，实干兴业。

“学会生存生活”是我们一生的幸福，是一个人生命得以发展

之光。我们的生命是为了生存生活而有意义的，那就要设身处地的

维护生命，热爱生活，珍惜时光，给生命以更多的慰藉和快乐。生

命的本质不仅仅是物质欲望的满足，而更多是精神追求和向往，是

一个人实现目标的自我享受。不该过于苛求于财富的占有量，要让

生命的精神世界更有丰富多彩的展现。

青岛海洋技师学院在多年的“三会”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独特

的教育培养理念，取得了预想的教育培养效果，为技能人才的成长

创造了深厚的精神文化基础。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技能人才成长40

个为什么”就是他们独有精神文化基础的体验和展示，也是向读者

推荐，或许还会是一个与您一起洞悉人生、共享生命之趣的行动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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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其人，戏如其人，亦言技如其人。这是说什么人写什么

文，什么人演什么戏，也可谓什么人发挥什么样的技能以及发挥到

什么样的程度。如此逻辑就是什么人做什么事，好人做好事，想做

好事，能够做好事。事做得如何决定于人做得如何，人决定事如

何。人是血肉之躯，不是机械工具，运用技能只是人的外在表现，

受制于人的综合素养。综合素养不支持，那个技能只是个虚拟条件

而已，不会有理想的作用效果。我们都是建立并追求实现事业发展

目标的主角，而要使这个角色扮演得有声有色，那就要使自己真正

成为这个角色，具有该角色的本质和特色。事业发展的成功有益于

个人也同样有益于社会并得益于社会。我们只有将自己置身于社会

之中，深深扎根于社会，才会获得坚实的支持力度和发展基础。做

一个好人，做一个有事业追求、有认真做事态度、有坚强信心信

念、有不屈于艰难险阻精神、有深厚社会资源、有谦虚谨慎作风、

有无私宽容心怀、有节约勤俭品质的人。有了高洁的人品基础，我

们才能拥有实现事业目标的源泉。有了高洁人品，必会创造宽广而

顺畅的事业之路，必有事业的快速发展。人品高洁的事业者必定恪

尽职守，不畏艰难险阻，乘风破浪，后力不乏。奉献他人就是自我

获得，关爱他人就是注重自身；雨天为他人撑起一把伞，也就是为

严寒日子里的自己御寒；利益面前多谦让，也就是为更多获得建树

丰碑；有了更多他人的感动和尊敬，也就是凿开通向目标的宽敞大

道。坚守既定的信念，坚定迈进的步伐，我们不久就会在发展的征

程中看到丰硕果实的收成。

第一章　学会做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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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为什么要修炼人品

今天，我们所以要将修炼人品问题摆在首篇的位置来谈，这就

是说人品修炼问题是一个首要而颇具前提性和先决性意义的问题，

也是我们已经轻视过而现在仍没有做得很好的问题。现实中的教育

者和被教育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将人品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来认

识，当然在实践上就不会创获理想的教育效果，以至于我们的学

习、工作和生活发展都受到了负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再谈人品的

修炼，不能将其只是摆在一个理论、口号和说教的层面，而要与我

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紧密结合，使之真正为我们各方面发展发挥

有利的促进作用。

人品是什么？简单说来，人品就是人的品质。人品不是一个抽

象的东西，它与知识技能同时交融存在于一个人的身心之中。人品

不只是指一个人道德（无私、谦让、奉献、廉洁等）水平，也不能

将人品仅仅解释为“好人”或是“坏人”这样一个概念。它应该也

包括一个人的文化、态度、意志力、性格、文明素养等等方面。也

可以说，在我们身心中存在的除了知识技能之外的那些能决定和促

使一个人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一切人之思想、精

神、心理等等方面的因素就是人品的内涵。为什么说要“修炼”人

第一章　学会做人做事·修炼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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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不是从课本上“学习”人品？那是因为人品这东西不会是像学

数学一样会了方法就可以将题解出来，它不是个简单知识掌握的问

题，而是长期养成的自觉意识和行为。所以，一个年轻人要达到一

个较高的人品水平，时刻注意自己的举止言行，注意一时一事的处

理效果，有时候还要克服自己已经存在的一些不良人品的方面，否

则，不良人品就会在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消极的作用。

说到修炼人品，或许我们会认为这是“乐不着调”的话题——

我们是学技能的，是运用和发挥技能来工作的，这还需要修炼人

品？修炼人品不能代替学技能，人品好了也不能等于技能水平就高

了；就业单位录用的条件是我们的专业技能水平，不是人品，只要

有了突出的技能成果，那才能得以进步和提拔；技能大赛中获奖的

不是人品，而是技能选手所表现出来的技能水平；我们是技能人

才，学好技能才是我们将来工作所需要的真本事。不否认，这些想

法都是客观存在并很切实，也恰是证明了我们在人品认识和教育方

面所以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我们不否认以上说法是看问题的一个

角度：技能与人品确是不能互相替代，工作中具体而直接所需要的

也确是一个人的技能而非人品。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看事物不能只

由一个角度而下一个全面的结论，还在于我们不能不顾及人之存在

与发展的“整体系统性”，而机械单一化地看待一个人之技能的保

持和发挥。

是的，看起来学技能和运用技能进行工作，似乎与人品不是一

回事。但是，实际情况却告诉我们，将“学技能、用技能”只看成

是不牵涉人之其他因素的一项单一行为，只认识到学习和运用技能

本身的重要性而没有看到技能学习和运用的所以然，会使我们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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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掌握和发挥技能出现严重故障。如果全面而深入思考，那么，我

们就会产生技能是怎样学好又是怎样保持和发挥出来、在什么情况

下才能学习和运用得更好的疑问。或许，我们还会思考到，学习和

运用技能与其思想、心理和心情状况会有某些必然的联系。在我们

的大脑中，不可能一半是人品而另一半是技能这样绝然分开，而肯

定是二者融汇一起并交汇作用的，任何一项技能的运用和发挥都是

在拥有者一定身心状态之下发生发展的。

例　证例　证

一个人的技能学得很好，考试成绩很优秀，正常情况下

他的工作会有很好的效率和效果。但是，如果他对那项工作很

不感兴趣，他工作环境中的人际关系出现了矛盾，哪一天他家

里出了意外的事故，那么，在这样一些因素作用之下，他的心

绪就会不稳定，会很焦虑烦躁，因此，他在工作中就没有好心

情，常常心猿意马，应有的技能水平没有运用发挥好，极大影

响了工作的效率和效果。这就是他的人品所起决定支配作用的

结果，我们会由此看到心绪和心情对运用和发挥技能的支配决

定作用。一个企业的管理也是这样，为什么要以人为本，要重

视员工生活起居和满足其要求种种非技能方面的事情，那就是要

将员工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意的人来对待，而不是将其作

为一个会做事的工具来使用。企业只有在关心员工和调动员工积

极性这些方面做好了，员工才会有主动发挥技能的可能性。

第一章　学会做人做事·修炼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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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问题思考到这一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问题还不是

那么简单，随之就会产生一种想法：虽然我们进了职业学校，但并

不一定就能把技能学好。要实现理想的学习目标，这不仅要有一个

端正的学习动机，还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学习方

法。如果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了困难，而这些困难又会影响

到技能的学习，那么，这些困难也不是技能本身所能解决的，技能

教材上也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解决方法，这要依靠我们对待问题的心

理态度和一定社会经验来解决。这些心理态度和社会经验就是人品

范畴，就是我们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不可缺少而必然存在也必定要

发挥作用的因素。所以，今天谈修炼人品的问题，绝不是我们所想

象的那样“乐不着调”的事情，而是大有“着调”的学问，且是必

须要研究和解决好，否则，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会受到影

响，我们的进步和发展也就会没有根基。

明白了人品与学习、工作和生活有这样必然而紧密联系且起

决定支配的作用，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先做人，后做

事；要有事业的发展，先要有人品的提升。愿意学习的人才能学习

好，不愿意学习的人就不会学习好。学习好与孬的决定因素不是学

习本身，而首先决定于人品。工作与生活也是这样，人品总是在我

们要做那件具体事之前发挥着决定支配作用，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

在时时指挥着人的行为。所以，一个人要学好技能，就要首先解决

“愿意”学习、建树好的学习品格的问题，这就需要修炼人品。一

个愿意学习的人就会主动寻求学习的途径和方法，就会主动解决学

习中存在的问题，就会主动抓紧时间学习更多的东西。工作中也是

这样，在一个单位里工作，如果不愿意做这份工作，那么，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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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很好将学到的知识技能与工作很好结合起来，就会被动应付工

作，就有可能被工作所淘汰。如果喜欢热爱这份工作，那么，我们

就会有一个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就会想方设法将工作做得更好。

如果一个人有了积极的生活态度，那么，他就会克服生活中的困

难，总是充满信心，不为一时困难所吓倒，最终就会创造更好的生

活条件。我们所以要将人品的修炼放在首位，加以重视并与实践紧

密结合，让人品的修炼为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发挥积极的促进

作用。因此可以说，人品的修炼不是比学习技能本身更重要吗？

在以往的经验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由于人品缺乏而造成的工

作成效之差距，那常常令我们扼腕叹息。在2011年的伦敦世界技能

大赛中，我国选手将比赛的项目按时按程序要求完成了，但是，这

样的完成却没有我国台湾一个没有完成该项目选手的得分高。为什

么？那就是因为我们的选手虽然按时按程序完成了该项目，但却

没有达到该项目所要求的质量标准。质量是首位的。项目虽是完

成了，但质量不达标，这样的“完成”当然会大打折扣。为什么完

成了该项目而质量却不能达到要求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选手在

“人品”方面有差距。我们不能说这些选手是什么坏人，而是说他

们在对工作要求方面缺乏该有的认识和要求标准及工作态度。只

求“快”而不求“好”，这样的工作要求和态度当然会影响产品质

量。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没有了质量就没有了生命，不讲产品质量

的企业之后果可想而知，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国家为

什么“大”而不“强”，虽然有了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但人们的

生活质量依然缺乏高标准？究其实质，那就是由于我们的实际工作

态度和要求标准有差距，也就是我们的人品质量有差距。我们经常

第一章　学会做人做事·修炼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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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成就人生

说企业发展要突破创新，不突破创新就不会有出路。但是，当没有

很好解决产品生产者之人品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突破创新”

就肯定不会有好效果。在实际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却忽视

了这一很重要的问题，往往只认识到了学习知识技能本身的重要

性，而于人品的建树方面却有所失误。这是很大的失误啊！作为个

人来说，如果忽视了人品的修炼，那么，这就等于忽视了个人的发

展前途。我国技能选手的技能品质跟不上发展需要，没有把项目的

质量做好，这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缺乏这方面的修炼，说明在教育培

养方面存在问题。在目前职业学校的教育培养中，我们在许多方面

还是没有将学生的人品修炼问题提升到一个应有的高度来认识和实

施，往往将其放在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总认为学习技能重要，

完成课程学习计划重要，人品修炼是“软”、潜在而难以一时见明

显成效的，所以就不被重视了。这样的偏差和失误必定造成职业教

育培养效果的不足，直接会影响到职业人才的质量，影响职业教育

发展的社会信誉。

人品修炼重要的一点是重视人之道德素养的提升，如果道德素

养修炼不好，那就定会影响到一个人事业的发展。得到利益是人人

皆有的想法，但是，想得到的不一定能得到，得到了一时不一定会

长久，这要看一个人的人品修炼到位了没有。

例　证例　证

吴正和陈成同在一家保险公司做业务员。吴正听人家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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