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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一个礼仪之邦，对高尚道德境界的追求是家庭、家族、学校乃至社稷的永恒
主题。
“正人先正已，治外先修内”一直是我们的道德追求，培养“君子”成为我们学校教育中的人格目标
。
有人认为，整个一部中国教育史可以说就是一部道德教育的历史，这话一点也不为过。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作为中国传统大学之道，这一强调个体修身养性、积极有为的道德精神，造就了极具生命力的道德
文化传统。
然而这一充满丰富内涵与层次的道德传统没有得到很好地继承和深化，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一传统在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遭遇了严峻的挑战。
我们何曾想到，对伦理与道德底线的追求竟成了今天日常话语中的主题。
社会中的种种违反道德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日渐显示。
整个社会出现了普遍的道德信任危机，传统中国文化中的“诚实重诺、童叟无欺；慷慨大度、一言九
鼎”的道德精神正在被种种损人利己的欺骗和不择手段的牟利所侵蚀。
这种种现象已经从个体漫延到各行各业，职业道德的建设问题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
汶川大地震、三鹿奶粉事件，更是将教师与企业的职业道德建设推到了不容回避的高度。
无疑，陈文昆同志所作的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研究既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同时也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
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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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职业道德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措施。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要求的提高以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日益突出，大学生的工作
态度、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的培养问题，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中的突出问题之一。
加强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大学生就业的
客观要求，也是适应大学生自我发展和引领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要树立正确的价值目标，坚持主体性与引导性共存、理论联系实际、系统性与
长期性结合、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共性与个性兼顾、集体主义和开放性
结合的教育原则。
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要以爱岗敬业、艰苦奋斗为基础的职业情感教育，以诚实守信、办事公道为核心
的职业道德规范教育，以甘于奉献、服务社会为宗旨的职业精神教育，以遵纪守法、廉洁自律为基本
要求的职业纪律教育，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时代特征的职业操守教育，以加强合作、勇于创新为导向
的职业理念教育为主要内容。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近年来，当代大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职业道德教育取得
了较好的成绩，但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要搞好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职业道德教育观念，确立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目
标，构建高校职业道德教育课程体系，探索大学职业道德教育的多种途径，创造良好的职业道德教育
的大环境，加强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效果的评价，加强高校职业道德教育师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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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从业者积极性的高低和完成职业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职业价值观念。
影响职业态度形成的主要因素有自我因素、职业因素、社会因素等。
　　职业义务是指从业者在一定的内心信念和职业道德责任感的驱使下，自觉履行的对社会、集体和
他人的职业责任。
也可以说，职业义务作为职业道德范畴，所表现的是个人对社会或对他人所负有的职业道德责任，是
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职业道德原则和职业道德规范对人们的要求，不同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决定
了职业义务的不同类型。
职业义务可以分为对他人的职业义务和对社会的职业义务。
对他人的职业义务是从家属、亲朋好友、同志、同事等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个人对他人应
承担的职业义务；对社会的职业义务，是从个人与阶级、政党、民族、国家等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个
人对阶级、政党、民族、国家应承担的职业义务。
　　职业良心是人们在履行职业义务的过程中形成的职业责任感和自我评价的能力。
人们在履行职业道德义务的过程中，把自己应负的职业道德义务变为内心的责任感和行为准则，从而
形成自己的职业良心，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职业行为。
职业良心是从业人员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的工具，可以说，没有职业良心。
也就没有职业道德。
职业良心在职业行为过程中有监督作用，人们往往在职业良心的监督下，自觉地履行职业义务，当一
个人在想做某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时，职业良心的监督往往可以中止因个人情感欲念所驱使的违反
职业道德的行为，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向和方式。
职业良心对职业行为有调节作用，人们在职业活动中面临的职业关系是复杂的，经常会遇到一些意想
不到的情况，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人们不可能预先设计好行为的程序，在这种情况下，职业良心可
以对职业行为进行道德调节和选择，采取合乎职业良心的行为。
　　职业纪律是引导和约束人们职业活动的一种特定的方式，它与纪律有着明显的区别。
纪律是一定社会、阶级、阶层和集团所确定的、用以维护他们的利益，约束人们行为的带有强制性的
命令、条例、规定等准则。
纪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它产生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和集体生活的共同活动之中。
职业纪律则是一种职业行为的规范，它要求人们遵守业以形成、确立了的行业秩序、执行命令和履行
自己的职责，它是调整个人和他人、个人和集体、个人和社会等关系的主要方式，是确保良好的工作
环境，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保证，也是对人们的职业行为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对维护社会生活秩序
起着重要的作用。
不同阶级的职业纪律有不同的内涵，职业纪律具有明确的规定性和强制性的特点。
　　职业公正范畴的产生是同人类社会的职业分工相联系的。
职业公正的现代内涵有三个方面：一是职业公正体现了人的平等意识；二是职业公正要求行业之间、
个人之间的职业竞争应遵循公正的原则；三是职业公正要求从业者对自己的每一个服务对象都应该坚
持公正平等、一视同仁，这是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职业信誉，即职业信用和声誉。
是指个人或各行各业在职业活动中遵守诺言，履行要约，从而取得社会和他人的信任，得到肯定的评
价和认可。
对个人来说，职业信誉就是守信、正直、诚实，要求职业人员忠于自己的诺言、承担相应的责任，言
必行、行必果，不自食其言，不单方撕毁契约。
在职业道德评价中，人们首先以此作为尺度去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单位的职业道德的标准。
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职业信誉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是自我职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各行业、各单位
、各部门开展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市场规范化的根本保证，对社会风气的好转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
。
　　所谓职业荣誉，是指人在职业活动中履行了社会义务之后，社会对其职业行为的社会价值所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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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肯定评价以及从业者对这种肯定评价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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