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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ldquo;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rdquo;这是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报告中所讲的话，是至理名言。
　　没有学生，就没有学校；没有教师，也就没有学校。
这是再简单也没有而又道理至深的事实。
为什么办学校？
通过学校，首先是实现教育！
为什么要教育？
培育学生，造就人才，&ldquo;化民成俗&rdquo;。
怎么办学校？
怎么要教育？
首先的一条，一定要有教师。
&ldquo;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rdquo;韩愈这话，千年不废。
站在21世纪之初，&ldquo;传道&rdquo;就是教学生如何做人，&ldquo;解惑&rdquo;就是教学生如何思维
，&ldquo;授业&rdquo;就是教学生如何学习与掌握必要的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应该说，这三点正是学生所要努力学习与实践的，也是学校实行教育所必须达到的。
　　有人曾说，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科学技术如此发达，将来高等学校只有三个作用：一是招生，
二是考试，三是发毕业证书。
如只是就&ldquo;授业&rdquo;这点而言，把人当作计算机的存储装置，这话未尝不可。
然而，就&ldquo;传道&rdquo;与&ldquo;解惑&rdquo;而言，任何技术也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
，不能取代教师与学生之间面对面的&ldquo;传道&rdquo;与&ldquo;解惑&rdquo;，因为这是心灵之间、
感情之间、精神之间直接的交流与互动。
教师正是通过这个交流与互动，不仅授业，而且传道、解惑、启迪思维、提升精神境界。
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上述报告中所深刻指出的：教师的道德、品质和人格，对学生具有重要影响。
教师要言教，更要身教，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教育和影响学生。
　　中南大学的陈赫、罗声求夫妇是在高等院校从教40多年的老教授。
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十分关心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
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他们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到了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和青少年科普
教育上。
他们如同陶行知先生说的话那样，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赢得广大青少年的爱戴；广大青年
学生分别赠给他们以&ldquo;青年之友&rdquo;和&ldquo;班导师妈妈&rdquo;的美誉。
　　应高等教育出版社之约，陈赫、罗声求同志把他们几十年来为学生所做的近50个专题报告融会于
他们的新作《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和《走向社会》之中，并约我作序，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我想，这两本人文修养的读物不仅适于高职高专学生，而且适于所有青年大学生，因为所讲的是青年
大学生都需要的人文修养问题，是提高青年大学生的人文素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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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向社会》以&ldquo;走向社会&rdquo;为主旨，讲述了大学生如何为大学教育画上一个圆满的
句号，顺利走向社会，实现人生的一大转变。
内容主要包括：个人行为价值取向的现实思考，人际关系纵横谈，行为科学，治人与治于人，按劳分
配与分配公平，工作艺术漫谈，风度与礼仪，如何处理好恋爱、婚姻、家庭与事业的关系，关于科教
兴国的思考，关于企业文化的思考，信仰与追求等。
　　《走向社会》以讲座的形式展开，思想睿智深刻，素材丰富，引用了各方面的经典小案例和文章
，内容生动活泼，改变单调的说教式教育模式，将说理与思考融为一体。
　　《走向社会》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广大师生的教材和教学参考用书，也可用于本科院校的通用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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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走向社会&mdash;&mdash;人生旅途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开场白：四不祝一、走向社
会&mdash;&mdash;人生旅途上的重大转折二、认识社会&mdash;&mdash;我们所处的社会是&ldquo;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rdquo;三、融入社会&mdash;&mdash;找准自己的社会角色四、服务社
会&mdash;&mdash;家长、学校、社会培养了我，我应该尽力回报他们五、正确认识、积极参与、主动
适应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正当竞争&mdash;&mdash;争取&ldquo;各尽所能&rdquo;的机会，争为社会作奉
献第一讲 个人行为价值取向的现实思考&mdash;&mdash;&ldquo;凡存在皆合理&rdquo;吗一、20世纪70
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行为科学为什么在中国走俏了一阵子二、&ldquo;我们的年轻人谁愿意听那个大
道理&rdquo;呢三、市场经济可以随意地拿来作为&ldquo;万应灵丹&rdquo;或&ldquo;替罪羊&rdquo;吗
四、劳动者是商品吗五、我们为什么不参加&ldquo;心理咨询服务&rdquo;六、&ldquo;打红包&rdquo;辨
析七、&ldquo;挤公车现象&rdquo;与两种相反的&ldquo;多元化&rdquo;八、强调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可以
淡漠生产关系吗九、改革开放一定要以容忍丑恶现象为代价吗十、&ldquo;吉祥数字&rdquo;的背后有
没有隐藏着精神堕落十一、封建迷信的抬头与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有什么关系十二、&ldquo;人有人的
活法&rdquo;可以作为不道德甚至缺德的借口吗十三、&ldquo;猫论&rdquo;就是&ldquo;不管用什么手段
，会赚钱的就是好崽&rdquo;吗十四、党政一把手和硕士生、博士生导师怎么都变成了&ldquo;老
板&rdquo;十五、靠父母的权力、财力、势力和关系谋到了肥缺的毕业生，能够高枕无忧吗第二讲 人
际关系纵横谈&mdash;&mdash;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一、从四个故事得到的启示二、社会主义
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三、社会主义社会行为规范的几个原则四、起码的美德五、如何对待不正当的竞
争六、当自己不被别人理解时七、人际交往中的心态和语言艺术八、&ldquo;八戒&rdquo;九、我们的
人际关系学与某些人的&ldquo;公共关系学&rdquo;第三讲 行为科学的分野&mdash;&mdash;建立中国式
的社会主义行为科学体系一、行为科学的历史回顾二、灵动行为科学三、行为科学的分野第四讲 治人
与治于人&mdash;&mdash;历来的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看法和做法第五讲 按劳分配与分配公
平&mdash;&mdash;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与社会主义优越性测度的一种概念模型：各尽所能度一、必须还
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以完整的面貌二、推广满负荷工作法意味着什么三、劳力（L）投人与资产（K）投
入的理想最佳匹配四、各尽所能度&mdash;&mdash;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测度方法（或工具）的概念
模型五、&ldquo;锅越来越大，粥越来越稀&rdquo;与&ldquo;把蛋糕越做越大&rdquo;&mdash;&mdash;几
点参考性的结论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可以按什么分配七、关于&ldquo;第一桶金&rdquo;问题
和&ldquo;均贫富&rdquo;问题八、关于跳槽的问题第六讲 工作艺术漫谈&mdash;&mdash;锻炼自己、服
务人群一、职务工作的艺术二、社会工作的艺术三、思想工作的艺术第七讲 风度与礼
仪&mdash;&mdash;内在气质及其外在的自然流露一、风度与礼仪的对比二、流露与表
现&mdash;&mdash;&ldquo;相随心转&rdquo;新的诠释三、风度与礼仪的地域特征四、风度与礼仪的时
代特征五、案例分析第八讲 营造一个可爱的家&mdash;&mdash;处理好恋爱、婚姻、家庭与事业的关系
一、婚恋篇&mdash;&mdash;我们的婚恋观二、成家篇&mdash;&mdash;现代文明家庭的建设三、教子
篇&mdash;&mdash;教育子女的艺术第九讲 关于科教兴国的思考&mdash;&mdash;强国梦梦想成真的方略
一、强国梦梦想成真二、几种误解、偏颇或误导三、教育、科技与经济的关系四、对&ldquo;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rdquo;的理解五、非科技因素对发挥第一生产力的负面影响第十讲 关于企业文化的思
考&mdash;&mdash;兼论当代儒商一、企业文化是企业这个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是企业管理系统
工程的一个重要的构件二、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三、企业文化与社会经济、科技的关系四
、企业文化与员工素质五、当前中国某些企业文化的一些&ldquo;硬伤&rdquo;六、文化失落的伤痛七
、儒商诠释&mdash;&mdash;人文关怀加诚信：现代&ldquo;儒商&rdquo;必备结束语信仰与追
求&mdash;&mdash;人生旅途上的思考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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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市场经济应该是法制经济　　让我们紧接上例进行分析。
那位学者说的&ldquo;如果你的收入低、财产少，那么卡值也小&rdquo;，这是对的。
但是，硬要加上一段&ldquo;你的&lsquo;诚信度&rsquo;就小&rdquo;，变成了&ldquo;如果你的收入低、
财产少，那么，你的&lsquo;诚信度&rsquo;就小，卡值也小&rdquo;就是在&ldquo;走私或偷运概
念&rdquo;了！
　　我们也用信用卡来举例。
一名从一个比较富裕的亚洲国家到美国的留学生，学成后，要回国接手他父亲的好几家企业的管理工
作。
在离开美国之前，不知道耍了一个什么花招，大大地透支了他的信用卡。
尽管他家财万贯，但是诚信度此时却等于零，而且还触犯了法律。
另一名非常富有的中国学生即将到美国自费留学，出国前把手机&ldquo;打暴&rdquo;，这也触犯了法
律。
　　一名学生在美国留学，信用卡公司给了她与她的奖学金相当的信用卡卡值。
这名穷学生从来没有违反过规定，有相当高的诚信度。
有一次因为邮局的失误，没有及时收到当月的账单，因而未能及时付款，信用卡公司要罚她：一是减
少每一次写入的金额；二是按规定和合同以违约为由提高利息；三是信誉度被降低并记录在案，也就
是俗称的&ldquo;上了黑名单&rdquo;。
这名留学生不服，要求追究邮局的责任。
后来信用卡公司通过邮局查询到确实是邮局延误导致该生逾期未向信用卡公司付款，该生不应该负逾
期的责任。
信用卡公司除了向该留学生口头和书面道歉外，并提高了她享受信用卡金额的额度，还以降低利息的
方式，对&ldquo;因我们的失误对你造成的伤害进行微不足道的弥补&rdquo;。
　　信用卡公司和这名留学生在经济生活领域活动的法制观念、依法办事的态度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
的；而收入很少的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的经济行为信誉度却在这个事件中得到了提高，从而被交易
对手认可。
　　以上三个例子，从正反两面都证明了&ldquo;如果你的收人低、财产少，那么，你的&lsquo;诚信
度&rsquo;就小&rdquo;的论断是错误的，至少是片面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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