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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榜样教育 :问题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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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榜样为邻 ,科学树立榜样和学习榜样 ,发挥榜样的精神传递和道德示范作用 ,具

有重要的教育意义。通过分析榜样教育的原理与应然标准 ,针对榜样教育中榜样选择和榜样

宣传中的误区 ,根据新时期大学生思维方式和发展特征 ,提出了榜样教育注意现实性与超越性

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树立榜样与舆论宣传相结合等“四

个结合 ”的策略 ,以期对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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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榜样教育的特征
行为科学研究表明 ,人们的学习、成长、成熟不

仅在于通过自身的实践获得直接经验 ,通过他人的

著书立说获得间接经验 ,还可以通过直接观察和间

接了解他人的行为活动而获得成功。榜样教育主

要是通过对他人的心理影响起作用 ,为人们提供了

学习的捷径和平台。在实施榜样教育过程中 ,榜样

的选择、确立和宣传应该符合当前大学生心理发展

规律。尊重榜样的一些应然特征。
(一 )自然形成、心理认同

教育者所树立和提供的榜样 ,由于其形象和内

在品质特征能够被受教育者所接受 ,从而自然形成

的心理认同。榜样贵在“自然 ”,人为的痕迹越少

越好 ,这样才能被认可 ,才是有效的。让受教育者

对榜样的学习由自然逐渐发展为自发与自觉 ,教育

者可以暗示受教育者自己去发现周围有没有大家

公认的优秀人物 ,共同去讨论和发掘他们的优秀品

质 ,通过受教育者对优秀人物优秀品质的主观认

同 ,从而自觉地去学习他 ,利用和激发受教育者内

心的力量 ,在不经意间形成潜移默化的效果。
(二 )时空接近、源于生活

时空接近包括三方面的接近 ,其一 ,指时间维

度的同时代性 ,特别是“同辈 ”性 ,具有较强的时代

感 ;其二 ,指空间维度的距离接近 ,源于生活 ,实实

在在地出现在受教育的周围 ;其三 ,受教育者与榜

样之间有彼此相似的身心特点 ,如彼此在年龄、性

别、理想、职业、特长等。由于榜样广泛地存在于社

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 ,因而在榜样选择上

不能“舍近求远 ”,应该结合教育目的“就地取材 ”。

一般来讲 ,榜样教育具有较强的可接近性 ,榜样与

受教育者在主客观条件上越相似或越接近 ,就越容

易成为效仿的对象 ,越能激发榜样学习的原动力。
(三 )平凡朴实 ,易于模仿

心理学认为 ,人类都有模仿心理 ,模仿是人的

一种天性和本能。“整个社会正在日益向平民时

代过渡 ”,无论是榜样人物的智力水平、学习工作

环境还是生活习惯都显得非常普通 ,正是在这种平

凡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举动 ,才能鼓舞千千万万同样

平凡的人。同时 ,由于榜样和受教育者在诸多平凡

的方面能找到共同点 ,能够鼓舞和激励人们的信

心 ,激起人们学习的热情。同时在普通和平凡的榜

样身上 ,展现的是具体的直观的可模仿的品格和行

为 ,学习其精神、品格和实际行动 ,符合儿童、青少

年认知发展从具体到抽象、从直观到思维的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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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言行的模仿逐步升华到“精神 ”、“品格 ”的

把握 ,逐渐内化为自身的品质 ,从而达到榜样教育

的目的。

二、榜样教育的实然不足
(一 )榜样选择上的误区

1. 榜样树立的单一性

对符合整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榜样的宣传和

学习是时代的必然 ,榜样应具有层次性、多样性。

榜样广泛地存在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社会活动、

政治经济、宗教事务以及道德品质等各领域 ,但榜

样选择的来源显得较为单一。有学者曾对武汉出

版社出版的《思想政治 》教材中榜样人物的类别进

行统计 , 76%的榜样是著名人物 ,若加上少年名人

的比例 ,普通人还不到 18% ;在职业分布上 ,科学

家占 21%、政治领导人占 22%。这些榜样尽管具

有权威性、可信任性的个人特征 ,能够被学习者重

视 ,但往往偏离生活实际、群众和生活 ,使人难以接

近和学习 ,缺乏时空和心灵上的彼此互通。

2. 忽视榜样层次性

“在这样一个全方位的、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新

时期 ,可以说人们尤其是青年的思想观念经历了一

个多样化、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化 ”。由于学习

者的思想状况、道德水平不同 ,价值观念各异 ,同时

人的思想意识本身也是有层次的 ,思想道德发展是

分阶段的。若以单一层次的榜样 ,一个典型模范来

要求所有人 ,则难以实现因材施教。

3. 混淆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

目前 ,影视歌星和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成为大多

数青少年偶像崇拜的主流。雷锋已让位于影视明

星 ,网络名人。对超女快男等娱乐新星 ,也会让一些

青少年向往不已 ,对于老师或社会主旋律提倡学习

的正面榜样他们却不屑一顾。偶像崇拜在年轻人中

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不会唱《我的祖国》很正常 ,不会

唱《双截棍》却会被耻笑。将偶像与榜样混为一谈 ,

刻意模仿偶像的一言一行 ,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间

界限模糊是普遍存在于青少年中的现象。
(二 )榜样宣传中的误区

1. 只讲责任义务 ,强调高尚道德的榜样宣传

只讲责任义务不讲权利 ,过分强调道德高尚而

贬低人的正常需要和物质利益 ,偏激地认为追求个

人利益就是自私自利。把作为榜样的个体宣传成

没有瑕疵的完人 ,将生活中的榜样原型 ,有血有肉

的性格特征人为格式化。这导致生活中的榜样 ,为

保持自身的完美形象而竭力掩饰缺陷、有苦不敢

言、压抑正常欲望 ,结果造成人前人后两张面孔的

双重人格。

2. 传统榜样的淡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 ,新时期不可能再出现刘胡

兰、董存瑞这样的英雄 ,他们的精神在对当代人的

教育上起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传统榜样往往经

历了时间的考验 ,具有更强的宣传感染力 ,他们带

给我们的精神鼓舞是新时期榜样所无法替代的。

榜样宣传重视时代精英的塑造 ,忽略传统经典的榜

样宣传 ,使得榜样教育始终不能在一个稳定的情形

下发展。榜样教育的起落并不应成为否认榜样教

育的佐证 ,恰恰相反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 ,榜样教育

的意义都是十分明显的。

3. 榜样的低龄化宣传

我们常可以看到一些年龄很小的孩子频频出

现于各种电视节目的现场采访、网站的专题报道、

报纸的头版头条。不错 ,这些孩子确实在某些方面

做出了优于常人的举动。但从未成年人心理因素

考虑 ,太多的光环带在他们头上一定是好事吗 ? 为

了出席各种活动耽误学习时间是一方面 ,从此孩子

听到的全是恭维与夸奖 ,普通孩子能犯的小错误他

们却不能犯 ,他们的天性不能得到完全的释放。小

小年纪就不得不学会逢场作戏去应付本属于成年

人的作秀。

三、实施榜样教育的策略
(一 )实效性与超越性相结合

学校课本选用的榜样 ,大都是正面的、已产生

巨大影响的榜样形象。而对于他们之前所经历的

真实生活境况和为成功付出的努力很多人都无法

想象。先进典型源于群众 ,高于群众。他们既有高

于群众的某些方面 ,本身又是群众的一员。他们是

普通的社会人 ,而不是机器人 ,更不是神。但榜样

之所以成为榜样 ,他们相对于普通人有着更高的道

德境界 ,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人格 ,具有超越性。没

有一定的超越性 ,先进典型无法同日常生活中的群

众区别开来 ,其感召力就无从谈起 ,无法调动学习

者的学习积极性。不讲现实性 ,把先进典型神化成

高高在上的概念 ,过分拉大先进典型同普通人之间

的差距 ,也不利于激发学习者的热情。教育者在选

取榜样时就要做到实效性与超越性的有机结合。

如在宣传榜样先进事迹和高尚道德情操的同时 ,用

其生活化的小事例自然烘托其平凡的一面 ,拉近与

常人的距离 ,提高榜样教育的实效。
(二 )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一花独放不是春 ,也并不必然会带来百花锦

簇 ;北斗七星 ,本身即使再亮 ,也难以驱散弥漫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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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黑暗。焦裕禄、孔繁森是同一历史背景下的

人 ,其共同点是他们身上有比较成熟、稳定的共产

主义道德品质。但他们作为各自独立的个体 ,其人

格又具有各自独立的特性。他们是一类人 ,但绝不

是一个人。如果仅仅看到其共性 ,而忽视了个性 ,

普通群众就会觉得这种人格是呆板的、抽象的、不

近人情的 ,从而使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大打

折扣。不同历史背景条件下塑造的榜样更应具备

不同的特征 ,所有的榜样都有值得我们肯定的地

方 ,但我们学习和效仿的是榜样各自不同的方面。

正因为如此 ,先进典型的选取在广度上应该辐射各

行各业 ,深度上应该涉及各个阶层。我们宣传的榜

样既有我们的党员干部 ,也可以有普通群众先进事

迹 ;既有实现重大科技攻关的科学工作者 ,也有为

老百姓创造和谐美丽环境的环卫工人、社区服务

员 ;既有行业内部学习的技术楷模 ,也有全社会共

同学习的精神模范。加强榜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的结合 ,增加学习者自主选择性 ,更容易实现榜样

与学习者之间达成思维同步、精神相通、情感共鸣。
(三 )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

不同的时代背景我们树立的榜样不能千篇一

律。这是一个榜样层出不穷的时代。各种各样的

榜样 ,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坐标。曾

经 ,我们以学习雷锋 ,张海迪为榜样 ;今天 ,比尔 ·

盖茨等成为我们学习的目标。战争年代 ,英勇杀

敌 ,保家卫国是我们的精神脊梁 ;如今 ,科学发展 ,

开拓创新是我们的时代主题。许多符合时代特征

的榜样正在我们身边不断涌现。他们也许就是我

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朋友、一位亲人、一家企业、一

所学校。正如老师是学生的榜样 ,家长是孩子的榜

样 ,优秀的企业是其他企业的榜样一样。传统的榜

样我们不能忘 ,与时代特征相符合的榜样更应成为

我们效仿的目标。同时 ,要运用现代宣传手段和方

法 ,结合时代特征 ,不断改进、创新榜样的呈现方

式 ,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交替使用榜样现身说法、

现代传媒 (电视、网络、手机等 )传播演示、情景模

拟等方法 ,便于公众就近、随时模仿和学习。
(四 )树立榜样与舆论宣传相结合

自从互联网的普及以来 ,舆论宣传与监督起到

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目前 ,榜样宣传的舆论导

向总体上说是正确的 ,取得的成绩也是显著的。但

是 ,榜样示范教育的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 ,甚至是

令人担忧的。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发达的现代电

视、网络等传媒给公众尽可能多地提供榜样人物。

在榜样的选择上也要尽可能选择具有代表性、说服

力和可学性的榜样。宣传工作者在榜样信息的处

理上要对榜样精神进行提炼、教育内容要集中 ,还

要保证其真实性和鼓舞性。宣传是主导 ,榜样学习

主体的主动学习和探求是关键 ,要充分发挥学习者

自觉向榜样靠拢的主动性。向伟人靠近 ,你就会不

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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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del educa tion of the new era: problem and stra 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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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f important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to app roaching the models, scientifically setting up and learning the mod2
els, and bringing the model sp irit into fully p lay and transm itting demonstration role of the moral of the models. By analyzing p rin2
cip les and standard of mode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blind areas in model selection and p ropaganda of model education, based

on thinking method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new era, this paper advances“Four Combinations”

strategies such as combination of p racticability and transcendence, combination of generality and particularity, combination of tra2
dition and contemporary era, and combination of setting up model and public op inion p ropaganda in learning models in order to

help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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