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静以修身感悟 读书修身立德精彩
演讲稿(通用8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感悟，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
优质的心得感悟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
大全，供大家借鉴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我
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静以修身感悟篇一

下午好。那今天也是非常荣幸作为学生代表在此演讲，今天
我演讲的主题是“书香涵泳，润泽心灵”。依稀记得曾经自
己特别喜欢看一些散文的书籍，因为我觉得人的本真在于内
心的一种抒发。而散文对我来讲，其中蕴含了作者的生活、
哲理与世界观。所以我很喜欢看散文书，喜欢猜作者笔尖下
的内心世界。

当然有人会问：“读书有什么好处。”我可以举个例子，中
央电视台主持人董卿她是我的偶像。她的主持风格我特别特
别敬仰。因为她的语言中书香味道十足，让人听着如此甜美。
当然，她有个习惯就是看书。她的语言功底，书香意气全部
来自于书中。其实现在自己也是在校广播台做播音工作，让
我切真切实的感受到，看的书越多，在话筒面前播音才会更
加游刃有余的表达自己想要说的话。可见读书一直围绕在我
们的身边，一直陪伴着我们。

作为一名大学生，每天吃饭、上课、兼职、睡觉。似乎很充
实，但是如果多挤出一点儿时间去看书，我相信你的大学生
活定将精彩纷呈。

其实自己作为一名男生，更加希望自己拥有睿智与能力。母
亲常对我说，有事儿没事儿多看看书，对自己有好处。母亲



那个年代，书对她来说就是宝贝一样。可惜当时家里穷就没
有读大学。这也是她今生的遗憾。书是一种财富，读书破万
卷下笔如有神，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是我们从小背到大几句
诗歌了。几句诗歌对我们来说去图书馆能够轻松得到，但是
对过去的那些年、那些怀揣着大学梦想的父辈们又有多少辛
酸。

外面的风在吹，我们再也感觉不到寒冷，因为现在是春天。
书香之气，扑面而来，我们再也感觉不到失落，因为读书可
以让我们找到前方的路。

我是大学生，我为读书代言。

谢谢，我的演讲至此结束。

静以修身感悟篇二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好!
作为教师代表，我很荣幸能为__创建文明城市鼓劲助威、摇
旗呐喊!

文明是个人素质修养的名片，也是城市发展繁荣的标志。开
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对于提高__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
塑造城市形象，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
用。

作为__的一份子，我要为“创建文明城市”献出自己的一份
力。记得有一次，我和怀孕的妻子去游憩广场散步，因为天
气比较闷热，妻子不停的擦汗，可当她准备扔掉纸巾时，却
发现四周并没有垃圾桶，于是准备随手扔掉，我赶紧接过了
纸巾，紧紧地攥在手中。妻子见状说一片纸巾而已，你还当
宝了抓住不放!，我呵呵一笑，依然抓着不放，直到走了很远
才扔进了附近的垃圾桶。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
小而为之。我一直要求自己要做到语言礼貌、举止文明、爱



护公物，在不同的场合，注意遵守有关规定，在举手投足间
表现出城市的文明。

明代大学者王守仁说“知行合一，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我们要实践社会文明，就要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从自
己的坐言起行上下功夫。

面对孩子们的这些不文明的行为，我深深地知道“其身正不
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道理。

有这样一个例子，列宁同志下楼，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
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上楼。那女工一看是列宁，就要退
回去让路。列宁阻止她说：“不必这样，你端着东西已走了
半截，而我现在空手，请你先过去吧!”他把“请”字说得很
响亮，很亲切。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
楼。

伟人尚且如此，何况我辈!

我们要求学生要讲文明讲礼貌，遇到师长要主动打招呼，当
学生向老师问候“老师您好”时，作为老师的我们也应该道
一声“同学你好”，不能只随意点一点头，更不能置之不理
或满不在乎，否则会伤了学生的心，长此以往他们也会用这
种态度去对待别人。我曾今带的一个班的孩子，除了个别外
向的之外，在校外见了我基本都是脸一红过去了，对此我很
有意见，有次和孩子交流的时候就说起这件事，孩子们开始
还不愿意说，在我的百般鼓励和“说错了也不要紧“的许诺
下，孩子们说出了原因，只有一个，老师您有点严肃，我们
见了有些怕怕，有时候问您好时，您点个头就过去了，我们
多希望你也能笑着对我们说“你好”，额! 原来如此，就是
如此。从此以后，我见到学生时经常主动询问，聊几句学习，
家庭方面的话题。学生慢慢的也不再拘束，“老师好”也自
然而然的脱口而出。文明礼仪有时候就是如此简单!



我们经常发现学生虽然听老师的话，但他不一定会照老师的
要求去做，可是当我们把语言落实到行动上时，就有可能会
带动一大批人。每当教室、操场里有垃圾时，我就主动捡起
来放进垃圾桶;每当看到工具摆放不整齐时，我都会上前摆
好;每当来到教室，看到讲桌凌乱时，我都会自己埋头一件件，
一本本的收拾整理好，此时我发现，孩子们也开始收拾整理
自己的小书桌。孩子们就是这样可爱!其实他们的内心永远有
一颗文明的种子，老师只需要时不时的给点雨露，他们就会
茁壮成长，开出文明之花。

静以修身感悟篇三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学会尊重文明修身》。

尊重，历来是人类文明中亘古不变的美德。《论语》中有这
样一句话：“君子敬而不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
兄弟也。”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我们平等的相
爱，因为我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

尊重看似小事，有时会直接影响事业的成败。曹操在官渡之
战前处于劣势，听说袁绍的谋士许攸来访，竟顾不得穿衣服，
打着赤脚慌忙出来迎接，对许攸非常尊重。许攸被曹操的诚
心感动，于是为曹操出谋划策，帮了他的大忙。然而曹操也
吃过不尊重别人的亏。当他意志满、一帆风顺的时候，西川
的张松前来献图，他却态度傲慢，给张松留下了“轻贤慢
士”的坏印象。张松临时改变主意，把本来要献给曹操的西
川的地图，转而献给了刘备。这对曹操来说是事业上的一大
损失。

翻一下史册，不难发现，那些流芳百世的人正是因为他们对
每个人都保持着那种尊重的态度。他们用尊重赢得了世人对
他们永久的尊重与爱戴。



同学们，从古至今没有哪个人不想受到尊重。可是并不是每
个人都明白尊重的真正含义。其实，只有懂得尊重别人，才
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人心与人心之间，像高山与高山之间一样，你对着对方心灵
的高山呼唤——我尊重你，那么周围山谷的回音也会是‘我
尊重你——’。如果你喊——我讨厌你，那么回音也会
是——我讨厌你。所以，我们要获取他人的好感和尊重，首
先必须尊重他人。只有做到尊重他人，自己才会受到他人的
好评和尊重。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只
要我们每个人都学会尊重，我们每天的生活就会更加美好。
学会尊重，就应该从尊重老师和同学做起。

首先，要听从老师的教诲。老师提出的鼓励或者批评，都是
为了我们尽快地成长起来。所以我们要虚心地听取老师的批
评帮助，认真地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同样是对老师的尊敬
和热爱。老师的批评如果与事实有出入时，我们要在老师讲
过话后平心静气地加以解释，或在事后寻找适当的场合、时
机加以说明。感恩老师不需要多么贵重的物品，一声“老师，
您好”，就足以解除老师的疲劳；一阵阵琅琅的读书声，一
张张优秀的答卷，是对老师最好的尊重！

其次，要尊重老师的劳动。为了讲好每一节课，老师们都是
要花费很大心血的。因此，我们应以最饱满的情绪，集中精
力，认真听好每一节课，这就是对老师的最大尊重。老师布
置的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续，我们应该按时、认真、独立
地完成各种作业，并且认真体会老师在作业上悉心批改之处，
这同样是对教师的一种尊重。在我们身边，总有个别同学上
课不认真听讲，甚至破坏纪律；有的以各种借口不完成作业，
还有的对老师不礼貌，都是不尊重老师的表现，应该加强道
德修养，自觉约束自己，赶快改正缺点。



其次，不要伤害他人。良言一句三春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一句不经意间说出的话，很可能极大的伤害对方的自尊。比
如给同学起外号，嘲笑同学的缺点等行为都是不可取的。我
们应该自觉培养尊重别人的能力，讲话应温文尔雅，讲究语
言美，忌自以为是、出言不逊、恶语伤人。不要轻易说别人
的缺点，如果要指出别人的缺点，一定要委婉，不要横冲直
撞。当你这样去做后，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欣赏你，愿意
成为你的朋友，而你的生活将会拥有更多的快乐。

同学们，我们每天都要和他人进行交往。学会尊重，文明修
身是我们很重要的人生课程。我们要从生活中做起，尊重老
师，尊重同学，尊重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才能让“尊重”
这一传承千年的古老河流，永远的流淌下去！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静以修身感悟篇四

大家好！

我今天谈论的话题是修身。现代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
对自己的品行重视起来，有的人从自己的外表上做起，比如
美容美发，穿衣打扮，浓妆淡抹等；还有的人从内心和气质
上做起，比如练练瑜伽，打打太极，读读经文等。的确现代
人对于行为、举止、谈吐和气质上是越加重视，这也成为了
当今的一种风靡的时尚。

当然，文明修身并不开始与现代。早在孔夫子时期，就有文
明修身之说，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于
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地球人都知道啊，是我国
古代的文圣，他与释迦牟尼在古代并称为“圣人”！同学们，
就连圣人都得“三省吾身”，何况我们这些“非圣人”的平
凡人，能不做到“三省吾身”吗甚至要“六省吾身”“九省
吾身”呢！从古至今，古人在修身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



榜样。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竞争、讲究秩序、讲究文明
的社会，因此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们不仅要有扎实的科学
专业知识，更要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文明的行为举止、深
厚的道德涵养和崇高的理想信念。人无完人，我们要做的就
是不断去探讨、探索，以提高自己的文明修养。

再回头看看我们内心的“修养”吧！考试了，很多同学不是
忙着去加紧复习，而是忙着去缩印课本、笔记，往桌子上
抄“重点”；考场上，静悄悄的背后，在抄书、在交流，甚
至在交换试卷的不乏其人……考试本是对自己所学知识的检
验，但在很多人身上却成了应付，考试也只是成为了某些人
领取毕业证、学位证的工具。“60分万岁”曾经是他们中间最
“响亮”的一句口号。在考试之前许多同学的笔记上会经常
看见“一定要及格”的警句，以此激励大家学习是好事，可
以此为终极目的就难让人苟同了。在某些人那里是“书到考
试时方恨少”，更甚者写道：学不在精，及格就行；知识不
在多，会抄就行……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会作何感想。

那么到头来，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文明修身的秘密呢？

文明修身，我们缺少的是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立场
坚定，态度明确，然而在平常却忽略了一些“小事”。随手
扔掉了废纸，随地吐了口痰……“有些事，我们就是不注意，
其实也知道这是不对的！”对错不论，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认
识到，越是小的事情越能体现精神。去过新加坡的人都会被
该城市的“干净”所折服，而干净不正是源于市民的环保意
识吗反过来，后果可想而知。缺少意识，从小处说毁掉的是
个人的形象，从大方面来说影响的是我们整个群体的形象，
因此我们学生最需要和最迫切的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文明意识。

文明修身，我们需要的是坚持。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
做好事。其实，文明的修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不是没有，
关键看自己有没有坚持到底的信念。许多同学都能做到，但
是能坚持的就寥寥无几了。文明修身不能浅尝辄止，它是一



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严格要求自己，从而真
正提高自己的修养。有了坚持到底的决心，陋习才会慢慢改
掉；有了坚持到底的决心，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得以形成；
有了坚持到底的决心，才能将学生文明修身进行到底！

静以修身感悟篇五

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兴县的一名教师，我叫__，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修身立德，从为人师表开始》。

到底什么是“修身”?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接着莤长继续问大家：“假如这两匹狼做斗争，那谁会胜利
呢?”

酋长最后说：你喂给他食物的那只狼，会胜利。

原来，把食物给好的那只狼，就等于把能量给我们的优点，
优点就会胜利。而把食物给缺点，就等于把能量给坏的那只
狼，坏的狼就会胜利。

而其实优点和缺点作斗争的过程，就是修身的过程。

那，如何“严以修身”?这是困惑我们当代人的常见问题。尤
其是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如何修身，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要正衣冠、做榜样。“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就要
求教师必须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才能真正去教育学生如何
为人处世。因此，教师应不断提高自身认识，注重自己的言
行举止，为学生树立正确的引导形象，时刻以先进共产党员
的标准要求自己，让教师道德原则和规范真正成为教师行为
的准则。



其次要勤思考、求上进。教师教育学生要勤奋刻苦，自己首
先必须身体力行，主动好学，广学博览，精益求精，真正做到
“学高为师”。在我的音乐教学上，我常常用我的经历来鼓
励学生。工作六个年头，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的脚步，每
一年都坚持参加歌唱比赛，有省级的也有市级的，其中省级
比赛两场，市级比赛四场，曾连续三次获得云浮市百歌颂中
华歌唱比赛的金奖，比赛的过程，就是我学习和提升的过程，
提高了自身的专业水平也增长了见识。同时，在每一次的比
赛过程中，与学生的交流与分享，更有一种无形的能量，促
使师生共同朝着更高的方向而努力。

最后是严治学、善自省。教师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和智
力资源的开发者，必须做到严谨治学，认真细致地向学生传
授科学文化知识，坚持真理。教学工作从实际出发，做到有
效备课，时刻以学生为本。在自主创新的同时也要脚踏实地，
求真务实，虚心接受领导和同事的意见建议，自我剖析、自
我评价，在自省中不断提高自己。

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就大事，修身是第一
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因此，“严以修身”是教师自身
修养的内在要求。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要深刻领会__“三
严三实”的重要思想，诚持做人节操，信守师德底线，乐于
奉献，把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放在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
建设的首要位置，增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静以修身感悟篇六

大家好！

翻看书本，淡淡的油墨清香迎面而来，如同风吹柳絮满天飞。
阅读中，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一股知识的源泉滔滔迎来，从
无知，到有知，从无趣，到有趣，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



明……最过瘾的是，还能收获满满，如同秋日果园，硕果累
累——我想，这便是我读书最真切的感受吧！

阅读，不仅要“会读”，而且要“择读”。何以择读？以选
择性的好书来读，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要学
会切合自身实际来选书，如果你的性格是活泼的，就应该看
一些阳光励志的书，如果你的性格是内向的，就应该看积极
向上的书。当然，现在适合我们青少年的，应该是一些有趣
的、能开拓知识面的、有哲理性的书。我们还要学会随着年
龄的增长来拟定适合自己的书，如果一直停留在一本书上，
你的知识面就会枯乏，就像你现在总不可能还捧着遥控器等
着少儿频道的《天线宝宝》吧。总而言之，我们要明白自己
需要的是什么，从自身下手——我想，这便是我读书最好的
办法吧！

书，也让我懂得了生活。《论语》让我修身明志；《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让我坚强奋斗；《春》让我如沐春风；《李清
照词集》让我陶醉其中……现在的印象中，最深刻的应该就
是那本《童年》了吧。初读这本书，我惊异于高尔基的勇气:
他这样详细甚至于带着一种自嘲幽默的口吻回忆他黑暗肮脏
以至于令人绝望的童年，真是了不起。可后来我才领悟到这
里面的真谛。童年，是一道七彩的路，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但在高尔基的《童年》中，主人公阿廖沙的童年却是悲惨的，
阿廖沙的父母双亡，外祖父脾气暴躁，家里唯一疼他的人，
就只有外祖母了。阿廖沙是一个可怜的孩子，读到这里，我
不禁掉下了眼泪。那么小的孩子，就受到了那么不平的待遇，
而他还坚强的活着，这股毅力，不得不让我佩服！幼小的阿
廖沙过早地体会到了人间的痛苦，他见过兄弟间的勾心斗角；
家人们的愚昧贪婪；夫妻间的心狠手辣……曾经我也想象，
如果我是阿廖沙，我会坚持得住这非人的待遇吗？当然坚持
不住！换做是我，我应该早就被这艰苦的折磨给折腾死了吧！
《童年》，使我感触颇深，我会为阿廖沙受的折磨而落泪，
也会为他逃出“地狱”而兴奋。其中，最喜欢里面的那
句“一无所有的脸上，连伤痕也是点缀”这句活深深的触动



了我的心灵，可见，一个人得失望落魄到什么地步才会说出
这种话来，多么可怜的人啊！我觉得我也深陷其中，仿佛我
就是阿廖沙，阿廖沙就是我了。我害怕自己的童年会像主人
公阿廖沙一样悲惨痛苦，但又正是这种害怕支撑着我坚持达
到幸福的彼岸——我想，这便是我阅读最深刻的体会吧！

其实，阅读可以说成是一种习惯。早上起床，看万物苏醒，
享早晨清爽，习习微风迎面而来。不闻鸟儿欢叫声，但闻人
儿欢笑乐呵呵；不闻叶子摇曳声，但闻新年鞭炮响当当！过
年了，人人都快快乐乐，可为什么我还是觉得缺少了一样东
西似的，是我太疲倦？不，我才刚起床。是我心情差？不！
过年的喜庆让我开心极了。可为什么我还是觉得有点奇怪呢？
对！书！我已经两天没看书了，那滋味儿，如刀绞，如棒打。
就像两个你依我侬的恋人被分开，如同一对生死之交的知己
被拆散。原来，看书早已成为了我的习惯，这种习惯是好的，
是值得发扬的——我想，这便是我生活中唯一坚持到底的事
情吧！

阅读，是幸福的，是可以修身的。在阅读中，你可以知道前
所未闻的事情，你可以减轻自身压抑的烦恼，你可以学会为
人处世的道理，你可以感受世间万物的美好……总而言之，
阅读，是值得发扬的，它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愿全天下
的人们都养成一个阅读的好习惯吧！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
家。

静以修身感悟篇七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学会尊重文明修身》

尊重，历来是人类文明中亘古不变的美德。《论语》中有这
样一句话：“君子敬而不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
兄弟也。”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我们平等的
相爱，因为我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



尊重看似小事，有时会直接影响事业的成败。曹操在官渡之
战前处于劣势，听说袁绍的谋士许攸来访，竟顾不得穿衣服，
打着赤脚慌忙出来迎接，对许攸非常尊重。许攸被曹操的诚
心感动，于是为曹操出谋划策，帮了他的大忙。然而曹操也
吃过不尊重别人的亏。当他意志满、一帆风顺的时候，西川
的张松前来献图，他却态度傲慢，给张松留下了“轻贤慢
士”的坏印象。张松临时改变主意，把本来要献给曹操的西
川的地图，转而献给了刘备。这对曹操来说是事业上的一大
损失。

翻一下史册，不难发现，那些流芳百世的人正是因为他们对
每个人都保持着那种尊重的态度。他们用尊重赢得了世人对
他们永久的尊重与爱戴。

同学们，从古至今没有哪个人不想受到尊重。可是并不是每
个人都明白尊重的真正含义。其实，只有懂得尊重别人，才
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人心与人心之间，像高山与高山之间一样，你对着对方心灵
的高山呼唤——我尊重你，那么周围山谷的回音也会是‘我
尊重你——’。如果你喊——我讨厌你，那么回音也会
是——我讨厌你。所以，我们要获取他人的好感和尊重，首
先必须尊重他人。只有做到尊重他人，自己才会受到他人的
好评和尊重。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只
要我们每个人都学会尊重，我们每天的生活就会更加美好。
学会尊重，就应该从尊重老师和同学做起。

首先，要听从老师的教诲。老师提出的鼓励或者批评，都是
为了我们尽快地成长起来。所以我们要虚心地听取老师的批
评帮助，认真地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同样是对老师的尊敬
和热爱。老师的批评如果与事实有出入时，我们要在老师讲
过话后平心静气地加以解释，或在事后寻找适当的场合、时



机加以说明。感恩老师不需要多么贵重的物品，一声“老师，
您好”，就足以解除老师的疲劳；一阵阵琅琅的读书声，一
张张优秀的答卷，是对老师最好的尊重！

其次，要尊重老师的劳动。为了讲好每一节课，老师们都是
要花费很大心血的。因此，我们应以最饱满的情绪，集中精
力，认真听好每一节课，这就是对老师的最大尊重。老师布
置的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续，我们应该按时、认真、独立
地完成各种作业，并且认真体会老师在作业上悉心批改之处，
这同样是对教师的一种尊重。在我们身边，总有个别同学上
课不认真听讲，甚至破坏纪律；有的以各种借口不完成作业，
还有的对老师不礼貌，都是不尊重老师的表现，应该加强道
德修养，自觉约束自己，赶快改正缺点。

其次，不要伤害他人。良言一句三春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一句不经意间说出的话，很可能极大的伤害对方的自尊。比
如给同学起外号，嘲笑同学的缺点等行为都是不可取的。我
们应该自觉培养尊重别人的能力，讲话应温文尔雅，讲究语
言美，忌自以为是、出言不逊、恶语伤人。不要轻易说别人
的缺点，如果要指出别人的缺点，一定要委婉，不要横冲直
撞。当你这样去做后，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欣赏你，愿意
成为你的朋友，而你的生活将会拥有更多的快乐。

同学们，我们每天都要和他人进行交往。学会尊重，文明修
身是我们很重要的人生课程。我们要从生活中做起，尊重老
师，尊重同学，尊重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才能让“尊重”
这一传承千年的古老河流，永远的流淌下去！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静以修身感悟篇八

传承历史，勇挑重担缅怀先辈，传承文明是中华儿女的优良
传统，更是广大学生的重大责任。



任何社会和时代,道德教育都是一个严肃而备受世人关注的话
题。关于道德的信念,既是先人思考与实践的结晶,又是当代
人据以行动并继续加以探索的重大命题。今天我们站在烈士
纪念碑下缅怀英灵，以传承命题，再谈文明修身更加赋予了
时代的精神内涵。

提文明修身，必然提及道德二字。道德信念是历史的积淀。
一个人的道德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一个民族也同样如此。我
们这个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在千百年历史中孕育出许多优良
的道德传统,赋予了整个民族乃至每个人厚重的历史感和道德
感。在这个传统里,人不仅是现实的人,更是历史和价值的统
一体。我们乐于并善于从德性的角度来定义自己、塑造人生。
孟子尝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
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
过程中,无论是蒙学教育还是国家取才,道德的尺度始终是第
一位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一个只有践行了如此道德价值的人,才是我们所推崇和铭记的
人。“平生德义人间诵,身后何劳更立碑。”唯有富于德性的
人才可与日月同光,与天地共久。

千百年来,我们无数优秀的前辈和先人身体力行,发扬德性,垂
范于后世,为人们所颂扬。他们忠于国家、一身正气——苏武
北海牧羊,不辱使命;岳飞戎马一生,精忠报国;林则徐虎门销
烟,“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以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修身正己,“暮夜却金”,“两
袖清风”。他们“仁爱孝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他们勤学苦读,“悬梁刺股”,“凿壁偷光”。
他们质朴节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
维艰”。如此种种嘉言懿德,史不绝书,而民间更有诸般故事、
传说、逸闻、演义,歌功颂德,流传百世。

浸润在这样的历史传统中,我们承接的“道德遗产”无比丰厚,
我们肩负的责任也无比重大。面对新时代,我们要将优良传统
发扬光大,也要将时代精神融入其中。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



的转型,不只是制度和技术的革故鼎新,更是道德精神的重新
焕发。现代化不能在道德沙漠中进行。我们的道德教育
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日趋开放的社
会中,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更需要继承民族的优良传统,更需要在继承中弘扬和树立
社会主义荣辱观,更需要优良的道德原则来澄清观念,净化人
们的精神世界。尤其对于年轻一代,只有牢固树立正确的荣辱
观念,才能使80、90后免于成为“漠不关心的一代”、“最有
个性而没有担当的一代”,而真正成为富有浩然正气、蓬勃朝
气、昂扬锐气的一代新人。

细节决定成败，行为体现修养。人类的文明成果大部分依赖
于学校传承，而读书又是传承文明的主要方式。所以我们要
籍着“做文明学子，创十无校园”机遇，努力修养自己的高
尚人格，做一个有信仰、有教养的文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