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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649988.htm 专题二十五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

族优良道德传统 【解题思路】 1.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

德传统的重大现实意义. 2.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主要内容.

3.我国古代的圣人先贤们为我们提供的行之有效的道德修养

方法. 4.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5.社会主义道

德建设的核心和原则。 【答案要点】 1.现实意义：①是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②是加强社会 主义道德建设的

内在要求。③是个人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2主要内容：①

注重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调对社会、 民族、

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公义胜私欲”、“夙夜在公

”、“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②推崇“仁爱”原则

，追求人际和谐。(“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仁者自爱”、“兼相爱，交相利”)③讲求谦敬礼让，强调克

骄防矜。(“不学礼，无以立”、“择善而从”)④倡导言行

一致，强调恪守诚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

信不立”)⑤追求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做是一种高

层次的需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⑥重视道德践履，强调修养的重要性，倡导道德主体要在

完善自身中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见贤思齐”、“吾日三

省吾身”、“察色修身”) 3.我国古代的圣人先贤们为我们提



供的行之有效的道德修养方法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①学思并

重的方泫，即通过虚心学习，善于思索，辨别善恶，学善戒

恶，以涵养良好的德性.②省察克治的方法，即通过反省检验

以发现和找出自己思想与行为中的不良倾向、不良念头，并

加以及时抑制和克服.③慎独自律的方法，即在无人知晓、没

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坚守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按道德要

求行事，不因为无人监督而恣意妄为.④积善成德的方法，即

通过积累善行或美德，使之巩固强化，以逐渐凝结成优良的

品德.⑤知行统一的方法，即把提高道德认识与躬行道德实践

统一起来，以促进道德要求内化为个人的道德品质，外化为

实际的道德行为。 4.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道德

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要坚持公民承担社会责任与社会尊重个

人合法权益相一致，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着力

培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道义支撑。 要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

、自主与监督、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等关系。既勇于竞争，又有序竞争.既反对平均主义，又

防止收入悬殊.既重经济效益，又重社会效益。要正确认识和

运用物质利益原则，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既要鼓励人们通过

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去获得正当的个人利益，也要大张旗鼓

地褒奖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形

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 合法利

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要正确发挥社会主义道德对市场经济

的价值导向作用，形成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道德规范，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效应，避免市场经济的消极

效应，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康发展。 5.社会



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这既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现实状况，也是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 (1)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

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日寸期，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条件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提出社会主

义道德建设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坚

实的实践基础：①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人际关

系的客观要求。②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的要求。 (2)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集体主义原则是指导人

们行为选择的主导性原则。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集体主义的实施创造了经济前捉.以工

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共产党为执政党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

体、政体，为集体主义的实施创造了政治前提.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集体主义的

实施创造了文化前提。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的根本思想，

就是正确处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①社会主义集体

主义强调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②社会主义集体

主义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③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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