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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什么时候提出的重要论述？ 答：胡锦涛总书

记2006年3月4日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委员时提

出来的。 2、“八荣八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以热

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

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

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

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3、“

八荣八耻”的内涵是什么？ 答：“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

涵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和时代要求，反映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马克

思主义道德观的精辟概括，是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的系统总

结，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导方

针。 4、大力提倡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

辱观有何重大意义？ 答：对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

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打牢全国

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

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5、“八荣八

耻”的核心、原则、基本要求是什么？ 答：“八荣八耻”坚



持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

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 6、“八荣八耻

”引导人们摆正哪些关系？ 答、引导人们摆正个人、集体、

国家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

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 7、“八荣八耻”针对

社会上哪些消极现象提出来的？ 答、针对拜金主义、享乐主

义、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消极现象

和社会公害提出来的。 8、在一些地方、一些人中还存在哪

些不“以荣为荣”、“以耻为耻”的现象？（分别举例说明

） 答：（一）不以荣为荣现象有：把热爱祖国视为“假做作

”，把服务群众视为“爱逞能”，把崇尚科学视为“书呆子

”，把辛勤劳动视为“没本事”，把团结互助视为“冒傻气

”，把诚实守信视为“老古板”，把遵纪守法视为“不开窍

”，把艰苦奋斗视为“老保守”如此等等。 （二）不以耻为

耻现象有：危害祖国成了“斗士”，背离群众成了“本事”

，愚昧无知成了“时尚”，好逸恶劳成了“潇洒”，损人利

己成了“能耐”，见利忘义成了“聪明”，违法乱纪成了“

勇敢”，骄奢淫逸成了“荣耀”等等。更有甚者，是非混淆

，荣耻颠倒，以耻为荣，以荣为耻。 因此，我们要明确“荣

”是积极奋战的目标，“耻”是防危杜禁的警钟。 9、为什

么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面向未来的希望工程？ 答：因为

有什么样的儿童，就有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所做的一切，说

到底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最后都要

交给我们的孩子。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领悟到胡锦涛同志，关

于在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重要论述的深远含义。 10、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葆



活力，蓬勃发展，一件最根本的大事是什么？ 答：就是要教

育青少年一代树立是非分明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让他们从学

会做人做起，学会做事，成就伟业。 11、儿童树立社会主义

荣辱观需要什么？ 答：需要整个社会“言教”，更需要整个

社会“身教”。 12、教育儿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教师应

怎样做？ 答：在儿童眼里，老师往往是他们做人的榜样，老

师的一言一行往往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对他们的一生都会

产生深刻的影响。广大教师一定要充分认识自己在培养儿童

成长中肩负的光荣责任，要结合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生活

生活、校园生活、家庭生活的实际，针对当代儿童的特点和

思想品德建设的实际，用富有创造性的鲜活形式，将“八荣

八耻”引进课堂，作为思想品德的重要内容。特别要以身作

则，以行育人，以德化人。 13、铭记“八荣八耻”结合自己

工作实际，谈谈我们应该怎么做？ 答：知荣辱，是中华民族

优秀品德之一，是人人必须遵守的最基本最起码的行为准则

。知荣辱，是立身做人的基础。只有知荣辱，才能明是非、

辨美丑。只要我们真正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就能自觉追求

真、善、美，痛斥假、恶、丑，就能自觉坚持和发扬优良风

尚，抵制不良行为。 知荣辱，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规范要求

，更是一种精神动力。正是这种动力激励人们去保持自己的

“正气”，去为百姓谋利益。是否知荣辱，不仅关系到个人

的人格形象，而且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兴衰。经常以荣辱衡

量自身的行为和修养，就会养性、慎言、慎行。知荣辱，有

所不为，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才能达到“至善”的境

界。知荣辱，不断净化心灵，才能脚跟站得正，脊梁挺得直

。我们必须铭记“八荣八耻”，严于律己，做一个有益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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