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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私德以促进高职生社会公德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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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在道德建设过程中应重公德轻私

德，厘清公德与私德的界线。面对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公德的现状，对私德和公德的概念及辩证关系进行分析，指出

高职学生在社会公德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通过完善私德促进高职生社会公德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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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

讲话中指出，要“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
道德的生活”。这是对道德建设的总要求。一般而言，道

德可以划分为公德和私德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道德建

设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重公德培养而忽视私德建设的情

况，也存在着要求厘清公德、私德界线来加强道德建设的

现象。高职院校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必须具备

良好的道德素养，有必要通过完善高职生的私德来促进其

社会公德的构建，进而更有效地提高道德建设总水平，积

极有效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公德与私德的关系

( 一) 公德、私德的内涵

在我国最早论及公德、私德问题的是梁启超，他在《新

民丛报章程》中指出: “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 人人

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1］

简言之，公德就是公共领域中的道德规范，“是全体公民在

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

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公民道德建设实

施纲要》( 2001 年 9 月 20 日) ) 是我国道德建设的着力点。
私德，是一个人的内在德性，指个人品德、修养、作风、习惯

等。
( 二) 公德、私德的辩证关系

公德与私德适用范围不同。公德主要适用于公共领

域，私德主要适用于私人领域。关于这一点，已经有许多

相关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公德具有他律性，私德体现自律精神。“社会公德是

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

则”，(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2001 年 9 月 20 日) ) 公

民对于社会及他人具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公德“涵盖了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公民道德

建设实施纲要》( 2001 年 9 月 20 日) ) 是任何公民都需要

遵守的。公德在践行的过程中受到外界的监督，具有他律

性。私德践行时没有外界的监督，靠的是自律精神，主要

通过主体提升道德修养来提高道德水准并积极践行，一般

不具有强制性。
公德与私德所体现的道德层次不同。对于个人而言，

公德体现的是“底线道德”，作为个人修养的私德相对而

言则要求更高。公德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公民道德

的主要内容，是全体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为了维护正常的

社会交往所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底线准则。私德也就是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人”的道德，它是个体的素质和修

养，它包含着更加全面、更高层次的道德要求。
公德与私德相互作用。作为“底线道德”的社会公

德，对于私德的提升就好像地基之于高楼的作用一样重

要。只有基础打好了，才有可能建起高楼大厦。良好的私

德对于公德的践行具有较大帮助。正所谓“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在家孝敬父母，爱护子

女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才有可能尊重甚至帮助其他的老人

或者孩子。如果一个人在家虐待父母及子女，很难想像他

会尊重、爱护社会当中的老人及孩子。私德关乎人们的素

质、修养、情感、意志，私德对于公德的构建和落实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私德水平越高，公德水平才有可能越高;

私德水平低下，不可能构建良好的社会公德。
总体而言，公德与私德间是存在区别的，但就宏观而

言，无论公德还是私德，都属于社会道德领域。就每一个

个体而言，常常是公德与私德同时存在，甚至有重合状态

而难以很清晰地区分，二者是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道

德的一体两面，黄建中甚至指出:“私德、原也，公德、流也;

有私德而无公德，是断其流也，有公德而无私德，是塞其原

也。”［2］

二、完善私德对于构建高职生社会公德的意义

( 一) 高职生社会公德现状及原因

绝大多数高职院校学生公德意识较强，能够自觉遵守

社会公德，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学生公德意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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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更有少数高职生漠视甚至有违社会公德。这些现象

说明，积极践行社会公德在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公德现状中

占主流地位，但在遵守社会公德方面也存在着知行脱节、
知而不行的情况，有很多缺失和不足亟待改善。高职生社

会公德缺失的主要原因包 括 公 共 空 间 意 识 淡 薄、“公”
“私”观念错位、公民意识欠缺、教育方法局限、制度不健

全等，其根本原因是高职生的综合素质不高，如厌学、缺乏

自律性和进取精神、意志薄弱等，存在自卑、自暴自弃、玩
世不恭、叛逆不服管理等现象。

( 二) 完善私德对于构建高职生社会公德的意义
1. 完善的私德对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具有促进作用

道德指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进而对人

们的行为进行指导。私德是一个人的内在德性，是一个人

的修养、品德，它是一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基础，而每一

个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全民思想道德素质提升的基础，

全民素质的提高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有益

于推进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有利于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2. 完善的私德有利于公德的践行

陶行知先生说:“私德不讲究的人，每每就是成为妨碍

公德的人，所以一个人私德更是要紧，私德更是公德的要

本。”［3］各种各样的行为规范存在于家庭、学校、社会中，但

遵守状况却差强人意，一旦缺乏监督，违规现象比比皆是。
完善的私德对于公德的践行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有利

于促进社会公德的构建和贯彻落实。
3. 完善的私德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素质教育就是要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梁 启 超“私 德 者，人 人 之 粮，而 不 可 须 臾 离 者

也”［1］。私德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发展，它不但可以促进人

们道德修养的提高，更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高职院校学生的综合素质相对不高，面对违反社会公

德的行为时，高职生只有自身具备了相应的品德才会与社

会不良行为进行斗争。梁启超:“我对于我而不信，而欲其

信于待人，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有交涉而不忠，而欲其忠

于团体，无有是处。”因为有私德作为公德的基础，社会公

德才不会流于形式。所以，通过完善高职生的私德建设才

有益于促进其社会公德的构建，唯有如此，高职生才可能

具有良好的公德意识，构建良好的社会公德。

三、通过完善高职生的私德，促进高职生社会公德的

构建

梁启超在《论私德》一文中，强调公德与私德是相互

促进而不是对立的。他提出在培养中国人的道德途径上，

要以私德为先，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私德。通过完

善高职生的私德，促进高职生社会公德的构建需要采取一

些有效措施。
( 一) 教育对于提高人们的私德素养起到举足轻重的

作用

私德培养的基础是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不但能够培养

家庭美德，更有利于其他品德的培育。私德培养的关键在

于学校教育，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利用好学校教

育的优势，在教学过程中结合高职生的特点开展道德教

育。社会教育为私德培养提供良好的大环境，在良好的社

会大环境中才可能产生良好的道德，在恶劣的环境下不可

能产生好的道德。
( 二) 完善私德的过程中应注重“三慎”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很重视私德的培养。在高职生私

德培养过程中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有益元素

为完善高职生私德所用。对于私德的完善最有应用价值

的当属“三慎”———“慎始、慎独、慎微”。“三慎”强调了人

生起始、道德自律、生活小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慎始”
一词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慎始而敬终，终以不

困。”意即做人做事一开始就要坚持原则，谨慎认真，自始

至终毫不怠慢，就不会失去自我。“慎独”出自《礼记·中

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

慎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4］强调人在独处时，也要谨慎行事，仔

细检点自己的行为，不做有违道德之事。“慎微”提醒的

是为人处世要慎微行事，小节不可随便，不可无度。“差之

毫厘，谬以千里”。“三慎”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慎独”精

神，对于依靠道德自律的私德修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义。
( 三) 设立合理的道德标准

在过去，我们对大众提出了过高的道德要求，以“美德

伦理”的要求作为所有人遵循的道德标准，如大公无私、公
而忘私、舍己为人……这种极高的道德要求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够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顺应社会要求，

大多数人可能会采取形式主义或者阳奉阴违的方式。所

以，为了私德建设能够落到实处，应该设立合理的道德标

准，提倡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到的“底线道德”。以利于

高职生将私德内化为自己的道德修养并将其落于实处。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其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

的价值准则，这一价值标准具体、生动、易于遵守、便于落

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新时代合理的道德标准，

将道德自律与道德他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了私德和公

德的共同培育。
总之，公德和私德是道德的一体两面，都是用来指导

和规范人们行为。私德涵养是高职生公德建设的基础，公

德的践行是高职生私德完善的必然要求。高职生应从最

基本的私德涵养做起，通过不断完善私德，推动现代公德

的构建，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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