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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曾多次强调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对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在十

九大报告中亦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

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明礼而知耻,崇德以向善。礼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礼与否是个人修养及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国内外学者也普遍承认明礼对于个人修养和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性。明礼强调的是社会之于人的外在规定性,大学生所具备的道德品质,是个体心理意识、习

惯的养成,是内化的道德规范在具体行为中的外化展现。明礼意识养成教育丰富了养成教育理论,又深化

了礼与伦理,礼与教育的理论研究,同时是大学生成才的重要因素,进行精神修养的重要内容,但当下大学

生明礼意识养成教育中普遍存在理念缺位,内容不完善及方式趋于形式化等特点,同时也面临着社会转

型期所带来的价值观浮躁,大学生自身道德困惑等挑战,对此现状,本文通过道德规范,时间活动及加强制

度建设三方面进行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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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深化人才

培养模式,同时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养成

教育作为高校育人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强化德育功能,培育新时代合格社会

主义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养成”的本

意是人的长期熏陶,积蓄和内化的过程,

养成教育可以理解为“知行统一,内化于

心,外溢于行。”大学生明礼意识是以礼

仪知识为储备,对自己行为的自我意识

和理性觉悟,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采取

行为,表现为对自己、他人的关系上有承

担的态度。大学生明礼意识养成教育实

际上是高校教育者培养大学生道德操守

的方法策略,它可以减少现代人不断膨

胀的物质欲望,改善人们的认知偏见,实

现人们之间的精神秩序,达到社会的良

性运行；也可以对个体产生激励作用,

不断提升自身加强个人精神修养,并对

社会公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个人

贡献,甚至形成一种自律意识及社会使

命意识。 

1 大学生明礼意识养成教育所

面临的挑战及现状 

1.1大学生明礼养成教育所面临的

挑战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各类价值观

迅速涌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享乐主义,

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甚嚣尘上,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尚未建立起来,

这种道德示范的缺失使得国人失去了内

心的道德评判和是非准则,物质依赖,金

钱至上导致很多人出现精神荒芜,礼仪

意识薄弱的现象。虽然90后大学生由于

社会的发展规避了过去衣食匮乏,机遇

缺失的问题,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不只

是身体层面的,还有更重要精神层面,例

如大学生的心理危机情况逐年递增,面

对学业成绩,人际关系,感情问题尤为脆

弱,由于特殊的成长环境,90后的年轻人

们处理问题大多从自我出发,“精致的利

己主义”受到普遍认可,者贴近于佛洛依

德所提出的“自我”,而奉献意识,家国

情怀,大无畏精神这些“超我”的意识或

模范事例,却鲜少能得到发自内心的认

可,因而可以说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

也面临巨大道德困惑,所以对大学生进

行明礼意识培养显得格外重要,明礼是

做人的准则,自律是对自己良知的约束,

遵守社会道德规范是有意识的自律活动,

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需要学会将明礼

意识纳入到无意识的行为之中。 

1.2明礼意识养成教育现状 

1.2.1学校明礼意识养成教育理念

的缺位 

随着高等教育的专业化发展,以及

人们求职生存的需要,加之实用主义,功

利主义在教育中的盛行,“育人”的理念

逐渐被放在次要位置,在许多大学里,高

校的管理层缺失明礼意识养成教育理念,

对大学生的德育重视程度不够,间接导

致了对明礼意识养成教育的不重视,关

注度不够。主要表现在德育课程 设的

科目少,内容旧,形式僵。由于职业导向

性与“育人”的失衡,因而导致大学生整

体精神风貌不是很好。很多高校在评优

评先,学生入党、综合素质测评中仍然把

分数成绩、科研能力放在首位,这导致大

多数学生考试中作弊,论文抄袭等现象

时有发生。另外德育教师对该课程的重

视程度也很欠缺,思政课教师忽略了课

堂教学对于学生品德培养的主阵地作用,

也忽视了对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养成职业

导向性,素质教育流于表面,难以扎根内

心,在礼仪教育养成教育上缺乏创新行,

亲和力与潜移默化性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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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学校明礼意识养成教育内容

的不完善 

大学生的传统明礼文化知识可能

还停留在中小学阶段,对礼仪的认知仍

停留在对古代礼仪的阐述,对其精神内

核则浅尝辄止,现今高校教育体制中的

明礼意识养成教育的内容不完善、知识

体系不够健全。在高校的教育体制中很

少有关于明礼意识养成教育的专门课

程,只是作为德育课程的一个部分来设

置教学,若是理工类专业则显得更为稀

少。此外,对于“礼仪”的课程内容也

偏于旧,重于理,内容枯燥,目前高校的

明礼意识养成教育内容不够完善,只片

面口头说教告诉同学们要知礼、懂礼、

行礼,在教学内容,形式与亲和力上,都

不够深入浅出。 

1.2.3学校、家庭和社会明礼意识养

成教育效果的不理想 

中国国情下应试教育所固有的负面

影响就是片面追求升学率,小初高分数

是命门,大学则面临的是就业问题。在产

教结合的模式下,高校对学生思想道德

素质培养的力度不够,系统性和针对性

和衔接性均不强,使得学生德育工作的

效果不理想。各高校对大学生的培养

启了一种模式化程序,学生变得同质化,

机械的应付各种考试取得各项资格证书,

参加各种培训课程,社团活动,争取活动

分,长久而需量变积累的礼仪教育则因

为种种原因被放在后面。 

2 礼仪意识养成教育现状的路

径分析 

2.1遵守道德规范加强明礼意识养

成教育建设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礼仪文化更是

一坛历久弥香,内蕴深厚的国酒,而我国

礼仪意识养成教育由于应试教育等多方

面的影响,教师对于“礼仪”的阐释多停

留在表层含义,因而难以吸引学生,而很

多学生所说的“老一辈人的条条框框听

烦了”也说明教育者的不当刺激使受教

育者出现了超限效应,体现出受教育者

还停留在规范的表面意思,没有深入的

了解规范中 实质的涵义且忽视了相应

行为的养成。我们进行对大学生的明礼

意识养成教育,不是口头说教要讲礼貌、

要文明,而是要希望大学生能够体悟社

会道德规范的内在涵义,能知礼行礼,能

够知行合一,能够把规范行为变为自律

行为,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因此如何继

承发扬,推陈出新,创新课堂,丰富认知,

把礼仪课程重视起来,调动起来是高校

课堂需注意的。 

2.2 展实践活动提升大学生的明

礼意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我们：思

想与行动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思想

支配行为,因此养成教育 终要指向大

学生主体的明礼意识的习惯培养和礼仪

践行,但是在养成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还

要触及受教育者的认识问题,把握好大

学生的认识发展规律及其特点,才能达

到 终比较好的效果。 

此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知

道客观实践,大学生只有认识到现实中

个体品质的重要性,才能发挥个体主观

能动性,有目的的去学习明礼知识,有

意识的去主动践行明礼行为。社会实践

是大学生明礼意识养成的必修环节,明

礼更重要的是一种道德修为,因为实践

不同于理论知识,且任何一种教育活动

只有通过受教育者的反思内化才能得以

完成。 

2.3加强制度建设保障明礼意识养

成教育 

目前高校的法规、道德纪律建设虽

有一定的基础,但是还是不够健全,仍有

漏洞,执行不严格,约束力不大,因此高

校管理者要完善现有的规章制度,从上

到下要严格遵守,做到有章可依,有章必

依,执章必严,违章必究,充分利用道德

规章制度对大学生的思想理论、道德品

性进行再教育,从而使道德他律转化成

道德自律。 

综上所述,礼仪意识养成教育任重

道远,既需意识到社会因素对学生的影

响,也需要从学校管理,课程设置,个人

约束多方面着手,并根据时代发展,不断

丰富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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