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9 卷
,

第 2期
1 9 9 6 年 6 月

Jo u r n a ; 。 f
愁兼盖 e h n o l o g y

V o l
.

9 N o
.

2
e n g 鹃

e

J u n
.

19 96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大学生道德教育
’

张桂华

(盐城工专教务处
,

盐城
,

22 4 0 0 3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
,

对高等

学校的道德教育影响巨大
,

一方面市场经济所遵循

的等价交换原则
、

竞争原则以及提倡个性发展
、

肯定

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等
,

为高校德育教育赋

予崭新的内容 ;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功利倾

向
、

本位主义
,

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又有负面影响
,

追求实惠
、

淡化理想
、

理性精神荒漠
,

这些 消极方面

对高校的道德教育又提出了新的挑战
。

因此
,

正确认

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大学生价值

观念出现的新特点
,

探寻高等学校道德教育的新方

法
、

新途径
,

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

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价值观念变

化的新特点

市场经济的建立引起了整个经济生活
、

社会生

活的强烈震动
,

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在当代大学生

身上有明显的反映
。

当前大学生的思想观念
、

价值观

念出现了以下一些新特点
:

l
、

竞争意识加强
,

努力进取
,

但功利倾向明显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

段
,

竞争规律必然发挥作用
,

通过竟争
,

优胜劣汰
,

这

是必然的利益趋势
。

这种竞争环境给勇于探索
、

敢于

争先的大学生提供了最为理想的奋斗天地
,

当代大

学生作为时代骄子
,

对传统的按部就班思想本来就

有抵触情绪
,

现在面对市场经济的竞争和挑战
,

正是

他们一显身手
,

发挥长处的极好时机
;

再由于毕业分

配制度
、

人事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
,

校
、

系学

生干部竞选
、

高额奖学金制和淘汰制的实施以及各

类比赛
,

更强化了大学生的竞争意识
。

当代大学生们

不信天
、

不信地
,

只信自己的能力
,

他们中的一些人

不靠父母
、

不靠亲友
,

只靠自己的奋斗
,

他们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
.

大学生竞争意识的增强
,

显示了他们勇于开拓
、

积极进取的崭新风貌
,

这种竞

争精神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

但大学生的许多行

为之中都明显地渗透着功利因素
。

入党
、

当班系学生

干部都是企图为毕业分配打下伏笔
,

各种比赛获得

好成绩
,

可增加就业的筹码
;

与人交往
,

讲究是否对

己有用
.

求实惠
、

重收入在大学生专业的选择和毕业

分配中也明显地流露出来
.

据浙江大学的一项调查

表明
,

大学生选择职业的标准占第一位的是经济收

入
,

毕业分配选择的单位第一位是外资企业
.

不少大

学生信奉
“
主观为自已

,

客观为别人
” ,

他们主张个人

利益和集体利益并重
,

这种无所不在的功利意识对

当代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极大的消极影响
。

2
、

迫求个性发展
,

自我愈识增强
,

但理想淡化

市场经济追求本位利益
、

以 自我价值为中心的

利益特征对大学生独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

大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大学生特别注重培养自己

的个性兴趣
,

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

而不愿循规蹈

距 ;他们用自己的观点及经验去评判是非
,

在个人本

位与社会本位关系上
,

他们倾向前者
,

个人本位主 义

价值观 已为多数大学生所接受
;

他们具有独立思维

和批评思维的能力
,

喜欢标新立异
,

不满现状
,

追求

一种自我完善
、

自我发展
、

自我成长的生存方式
。

据

对一些大学的调查表明
,

大学生选择职业的标准占

第二位的就是能发挥个人特长
,

这说明大学生在迫

求功利之下还希望通过自我奋斗实现自我价值
.

大学生们自我意识的增强和追求个性发展
,

有

利于个人才能
、

智慧和创造力的发挥
,

与传统道德观

念中的
“

非丰L勿视
,

4卜牛L勿听
,

非礼勿言
,

非礼勿动
”

思想相比显然是个极大的进步
。

但大学生们在迫求

自我价值实现过程中
,

很明显地缺乏一种长远的理

想和信念
。

很多大学生在谈到未来理想时
,

或直露出

赚钱的念头
,

或显得有点茫然
,

不少大学生谈不上有

什么远大理想
,

更没有多少人能够想到国家前途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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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利益
。

有调查结果表明
,

在大学生职业选择上
,

排

在最后一位的是中小学教师
.

大学生心目中
,

雷锋精

神
、

焦裕禄精神
、

孔繁森精神与个人分配
、

就业相比
,

明显前者份量较轻
。

大学生这种淡化理想的现象
,

说

明了在市场经济利益大潮冲击下
,

他们还没有一个

正确和稳定的价值取向
。

3
、

思想解放
,

敢于创新
,

但道德约束弱化

市场经济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
,

推动着社会向

前发展
,

大学生作为时代的弄潮儿
,

更是走在前面
。

他们思想激进而且具有叛逆精神
,

主张创新
、

开拓
,

主张反传统
,

敢作敢为
,

反对既定的价值观束缚
;

他

们接受的信息广泛
,

思维活跃
、

敏捷
,

希望走向社会

去拚搏
,

去实现个人价值
。

思想解放
、

敢于创新是大学生走向社会
、

承担社

会重任的希望所在
.

不过在积极进取的大学生身上
,

道德约束明显弱化
,

与道德相违背的行为在大学生

身上展见不鲜
。

如生活上不崇尚节俭
,

不注重敛欲
,

在学习上不求进取
,

考试作弊
、

逃课溜课
,

弄虚作假
,

这类人已不在少数
;

在人际交往中不以真诚相待
,

而

是讲究对己有用
;
在干事情中讲究报酬等等

,

这些都

是道德缺乏自律的结果
,

是市场经济的负产品
。

二
、

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道德教育的

新途径

大学生们目前所具有的价值观念
、

思想观念新

特点是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带来的结果
,

因此
,

研究

市场经济中的道德教育问题
,

既不能离开市场经济

去谋求道德自律
,

也不能仅为适应市场经济而忽视

道德本身对经济基础所具有的导向和超越作用
。

对

大学生的道德教育要把市场经济自身的特点以及对

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影响与道德自身的特点和作用结

合起来
,

探求一条更为有效的途径
.

l
、

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体系

现在高校德育工作中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要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的道德体系
.

这种道德体系
,

不是抛弃传统的道德
,

而是把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和

市场经济自身的各项道德要求结合起来
,

既体现时

代要求
,

又发挥传统美德
,

既可培养出适应市场经济

要求的各类专门人才
,

又可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具

有完善人格的接班人
。

完善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
,

必须大力坚持共产

主义理想教育
,

以树立社会主义的主体意识
。

社会主

义道德继承了传统道德中的先人后己
、

重义轻利等

精华
,

同时又寓于更为严格的规范和要求
,

即为了人

民的利益和幸福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
,

她是社会主

义社会最高层次的道德
,

也是人类道德史上最高尚

的道德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对大学生进行共产

主义理想教育不是无的放矢
,

而是十分必要的
,

这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层次要求
,

我们要建立市场经

济
,

我们更要建立一个全面进步的社会
。

完善社会主义道德还必须确立推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的竞争意识
、

商品意识
、

法律意识以及与

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观
、

信誉观
,

使人们在市场竟

争中获得思想解放
。

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
、

竞

争经济
、

法律经济
,

不讲竞争
,

不谈交换
,

就不可能促

进生产力发展
,

人民生活水平就得不到提高
,

这就不

道德 ;不具有竞争能力
、

商品意识的人不可能成为强

人
。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道德经济
,

必须讲求等价

交换
、

公平竞争
、

注重信誉等
,

那些见利忘义
、

以大欺

小
、

以劣充优
、

吭蒙拐编等根本就不属于健康的市场

经济范畴
,

没有道德支撑的市场经济将永远也挺直

不了脊梁
。

目前我国出现的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

现象
,

正说明我国市场经济中道德建设明显滞后
。

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根本目的就是要培养全

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

让大学生既能在市场经济大潮

中敢拚敢闯敢为
,

又能时刻保持道德自律
,

成为人格

健全的事业者和接班人
.

2
、

大力倡导集体主义道德准则

市场经济中
,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市

场关系
,

在社会成员之间特别是商品生产者之间
,

必

然形成利益主体多元化
,

并会产生以迫求和维护个

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为特征的功利意识
。

但是必须

告诫大学生的是
:

这种经济关系只是整个社会关系

的一个方面
,

而不是全部
,

如果把这种经济关系渗透

到社会各个方面
,

势必就会出现诸如权钱交易
、

以权

谋私
、

金钱至上等丑恶现象
,

要知道
,

一个社会除了

这种经济关系之外
,

还有社会的整体利益
,

还有超越

于市场经济法则之上并通过整体利益表现出来的每

个社会成员之间休戚相关的一致性的利益关系
.

一

个社会除了经济发展目标之外
,

还要实现人的自由

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
,

这些都要求人们树立

以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价值观
.

大力倡导和弘扬以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价值观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 (下转第 5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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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力气改善校风
、

教风和学风
,

创造浓厚的学

术气氛
,

形成和谐的人际关 系
,

建立宜人的校园环

境
,

努力增强学校和集体的凝聚力
。

形成尊重人才
、

爱惜人才
、

培养人才
、

吸引人才的良好氛围
。

4
、

坚持正确政策导向
,

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

(1 )深化校内管理体制改革 在教师队伍建设

中
,

正确引入竞争机制
、

激励机制和责任机制
,

打破

分配中的平均主义
,

调动各层次教师的积极性
,

继续

完善岗位责任制和聘任制
,

真正建立起以教师的能

力
、

水平和教学
、

科研的绩效为依据
,

而确定其学术

地位的用人机制
。

( 2) 完善教师考核评价体系 在师资管理中
,

已有一个较完整的工作量计算及考核办法
,

但还缺

乏科学易于操作的质量考核办法
,

因此
,

还需建立健

全对教师的评价机制
,

进一步做好教师的平时考核
、

年度考核和聘任考核工作
,

并将考核结果与评奖
、

评

优
、

评职
、

聘用
、

进修
、

分配等结合起来
.

(3 )建立多种形式的用人制度 改善单一的编

制管理模式
,

实行固定编制
、

机动编制 (教师从事教

学建设采取项 目合同制 )
、

流动编制 (主要由离退休

教师
、

外校兼职教师
、

长期从事科研
、

生产
、

经营
、

开

发等实践的专家组成 )相结合
,

在流动中稳定
,

不断

优化结构
.

从而形成一支以骨干教师为主体的与编

外流动人员相结合的教师队伍
。

5
、

切实加强师资管理队伍建设

教师队伍是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的基础
,

而师

资管理队伍则是提高办学水平
、

质量和效益的保证
.

因此
,

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同时
,

必须想方设法提

高师资管理干部的管理素质
、

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

积极组织他们进行培训
,

努力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

际问题
,

建设一支素质好
、

有经验
、

善于服务
、

科学管

理的师资管理干部队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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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辩证统一的
,

市场经济重视个体在市场中的主体

地位和个人价值
,

重视维护个体的利益和幸福
,

集体

主义也不排斥个人
.

反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与发挥个

人的积极性
、

创造性
,

一方面强调社会成员应以 国

家
、

集体利益为重
,

另一方面 又强调个人的利益
。

人是社会中的一员
,

脱离了社会
,

个人将无法生

存
,

每个人都向社会进行索取而不奉献
,

社会就不存

在
,

个人也将无法存在
,

这就是辩证法
。

市场经济讲

实惠
、

讲报酬
,

但这是建立在给予的基础上
,

如果给

予与索取等量
,

则社会将停滞不前
,

只有给予和奉献

大于索取
,

社会才能发展
、

前进
。

对大学生进行集体主义道德教育
,

使大学生领

悟到道德的崇高性
,

即可以对人们的灵魂起一种净

化作用
,

对社会风气有一种导向意义
。

3
、

用人格力 t 去感染学生
、

段陶学生
,

培养学生

健全的人格

市场经济归根结底表现为人的行为
,

个体的人

格必定会对其行动产生重大影响
,

崇高的人格精神

与严格的道德自律是分不开的
,

那些以自我为中心
,

金钱至上
,

物欲横流的人是谈不上有道德的人
,

也是

与健康的市场经济不相容的
,

如果把市场经济中的

一些不法
、

不规行为全归咎为市场经济本身
,

这显然

是一个极大的认识错误
。

市场经济确实能诱发一些

不法
、

不规行为
,

但这不是市场经济的错误
,

而是人

们道德自律的弱化
。

这种自律的培养
,

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
,

它必须有一个健全的人格
,

而健全的人格培养

又必须从价值观
、

人生观着手
,

用高尚的情操去陶冶

学生
,

树立健全的人格楷模
,

要注重用榜样的力量鼓

舞学生
,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
,

孔繁森同志之所以有

崇高的人格和坚强的党性
,

归根结底是由于其具有

崇高的理想
、

信念
,

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

正确

人生观
、

世界观的形成不是囿于书本就能达到的
,

它

必须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去培养
、

改造
。

目前有部分高校忽视对学生进行人生观
、

世界

观教育
,

忽视对学生人格的培养
,

这是极大的失误
,

在新时期改造世界观变得尤为重要
,

用什么样的尺

度去观察社会
,

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人生
,

用什么

样的准则去规范行为
,

对每个大学生来说显然是非

常重要的问题
,

各种不正常的现象如厌学
、

道德滑坡

等正是忽视世界观改造的结果
。

改造世界观
、

人生观必须以人格精神来推动
,

伟

大人物的身正风范显然具有无穷的力量 ;教育者一

身正气
、

两袖清风是最好的人格榜样
,

要用自身人格

的力量去培养大学生的良好品德
,

树立健全的人格
,

因为它能引导人们奋发向上
,

振奋人们的奉献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