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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农民道德教育的价值及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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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农村建设中 ,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其道德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农村社区的和谐程度

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层面分析了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农民道德教育的现实价值 ,

对加强农民道德教育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深入思考 ,提出坚持农民主体 ,村委主导 ,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大众传

媒和第三部门、各类高校和研究学者应正确定位并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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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民的整体道德面貌有了

很大提高 ,适应了时代的发展需要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新时期 ,面临着国

内外急剧变化的复杂形势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

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 ,提出实

施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

理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战略。这一决定

事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国家长远发展 ,农民作

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既是主要建设者 ,又是最终受

益者 ,其道德素质如何 ,直接影响着农村社区的和谐

程度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一、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农民道德教
育的现实价值

　　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 ,新农村建设毫

无疑问将是中国农村进行的一场新的革命 ,必然进

一步推动农民整体思想的解放和道德素质的提升。

而农民的道德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进

程。农民道德素质高低 ,直接影响其行为取向和建

设新农村的意愿与积极程度。对农民进行道德教育

的重要现实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层面。

1. 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政治保障

(1)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道德支撑。道

德教育对于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文明乡风的培养

以及和谐新农村的建设十分重要。新时期 ,特别是

在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

中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关键性的政策被提出 ,

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新农村建设 ,越来越关注“三

农”问题的解决。这为全面加强农民道德教育、推进

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新农村建设

需要物质基础 ,也需要道德支撑 ,二者都不可缺少 ,

都不应有所偏颇。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是

三位一体的 ,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单方面注

重农村经济发展 ,重视农业、农村问题的解决 ,认为

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其道德素质自然会得到提高 ,

就可能陷入城市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道德困境。

(2)促进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观念的树立。

新世纪 ,在全球化、民主化浪潮影响下 ,我国的民主

政治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 ,而具备公民意识、公民观

念是一个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正处

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通过有效的道德教育使农

民树立现代公民意识和公民观念显得越发重要。我

国 9 亿农民生活在农村 ,没有农民之现代化、农民之

公民意识觉醒和公民观念树立 ,公民社会的真正建

成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

出 :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出发 ,社会主义道德建

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

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

本要求 ,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 ,

在公民道德建设中 ,应当把这些主要内容具体化、规

范化 ,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

为准则。加强农民道德教育 ,要特别重视公民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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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重视培养农民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 ,这将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实思想道德保

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是全体民众的共

同意愿和目标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发展阶段

的现实诉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强大的思想道

德保障。新农村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

内容 ,其建设主体 9 亿农民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 ,道

德层次如何 ,直接影响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和质量。道德和信仰的力量 ,对于推动社会的发展

进步 ,是十分重要的 ;对人的行为选择 ,对人的社会

实践导向 ,都有着深层次的影响。通过加强农民道

德教育 ,整体提升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 ,必然为推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提供坚实的思想道德保障。

2. 促进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

道德作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 ,必

然对经济基础产生巨大的反作用。通过加强农民道

德教育 ,提高农民整体的道德素质 ,使农民具备与现

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品质 ,能够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良性运行提供强大的道德力量。市场经济既

是法治经济 ,也是道德经济 ,需要法律规范 ,也需要

道德约束。现在中国最大的市场在农村 ,农村的城

镇化过程 ,同样是农村的市场化过程 ,农民的道德素

质水准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健康程度。同时 ,从

儒家学说及道家学说中寻求仍适用于今天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道德观念 ,并转化为一种现代意识 ,将对我

国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和规范化产生良好的影响作

用 ,既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 ,又可促进

农村城镇化建设。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意义极

其深远[1 ] 。由此可知 ,对加强农民道德教育必须加

以足够的重视。

3. 丰富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内涵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与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时代所需 ,体现时代特色 ,起着

引领社会思潮的重要作用。在新农村建设中 ,要加

强农民道德教育 ,就必须重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教育 ,使农民能够积极主动地树立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时俱进地提升自身的道德素

质和道德选择能力 ,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作出正确

的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期符合农民群

体利益、民族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道德规范 ,必须大力

宣传和提倡。而现在还有许多农村群众对之闻所未

闻 ,知之甚少 ,又何言践行呢 ? 加强农民道德教育 ,

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主要内容 ,使农

民懂得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内化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 ,并积极主动、自知自觉

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农村优秀传统道德的传承与发展。随着改

革开放的深入和新农村建设的大力推进 ,农民的精

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进。与经济发展相比较 ,我国

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长期落后 ,传统的道德规范和

习惯 (既有精华 ,也有糟粕) 对农民的影响依然根深

蒂固。在传统道德的影响下 ,农民既有勤劳、淳朴、

诚信、尊老爱幼、互敬互爱的一面 ,也有宗族观念、裙

带观念、封建迷信的一面。尤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 ,农村的一些封建迷信活动又死灰复燃 ,各地区对

传统道德的认知程度又良莠不齐 ,对农民道德教育

提出了现实的、迫切的要求。加强农民道德教育 ,特

别重视对具有乡土特色的优秀传统道德的传承与发

展 ,重新提升农村优秀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力 ,对于

农民道德素质的提升、精神面貌的改善以及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 ,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4. 推动新农村建设和谐开展

新时期 ,“和谐”的理念已经深入民心 ,为普通民

众所认可和接受。对于农民群体加强道德教育 ,能

够进一步使“和谐”理念根植于农民心中和农村社会

发展之中 ,从而进一步加快和谐新农村以及和谐社

会建设进程。试想 ,如果农民的道德素质不与经济

发展同步提升 ,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道德要求 ,又何言

“和谐”,何言发展 ? 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农村 ,农村的

最大问题是农民问题 ,农民的问题解决了 ,中国的问

题就解决了。农民问题的解决需要发展经济 ,也需

要改变思想观念和提升道德素质。《淮南子 ·汜论

训》中指出 ,“国之所以存者 ,道德也。”道德力量对人

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农民加强道德教育 ,使农民树立

正确的道德观 ,去为人行事 ,去建设和谐新农村。

　　二、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农民道德教
育的路径选择

　　在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之下 ,加强农民道德教

育 ,必须将务虚与务实相结合 ,个体与社会相结合 ;

必须从多维视角出发 ,对现有的农村道德体系进行

解构与重构 ,促进社会多重角色作用的发挥 ,注重正

确的路径设计和选择。

1. 农民主体 ———道德认同与内化的重要性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也是道德教育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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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提高农民道德素质 ,教育是基础。有针对农民目

前道德期望心态的调查显示 ,当问到农民 :“您认为

目前农村的道德教育应该怎样 ?”在被调查者中认为

“应下大力加强”的高达 75. 6 % ,认为应当“适当加

强”的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19. 2 % ,认为“任其自然”

和“无所谓”的都只占 1. 9 %[2 ] 。可见 ,农民自身也

认为加强道德教育十分重要和必要。没有这种正规

的教育 ,不可能传递一个复杂社会的一切资源和成

就[3 ] 。通过正规的道德教育 ,使农民看到道德教育

的重要性和对自身影响的直接性 ,自觉树立优秀传

统道德和现代公民道德。农民自身对于各种道德观

念更加敏感 ,处于不断地比较与选择之中。毛泽东

同志说过 ,“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道德教育 ,实现

农民道德主体意识的觉醒 ,从而达到对社会主义道

德的认同与内化。

2. 村委主导 ———农民道德教育的主阵地

村民委员会在农民道德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 ,是对农民加强道德教育的主阵地和引领农村道

德风尚的重要平台。现在农村社会正处于特殊的转

型期 ,部分农民价值观念模糊 ,善恶标准迷失 ,是非

观混乱 ,在道德评判和行为选择上无所适从 ,从而导

致部分农村社会道德失范 ,道德水准下降[ 4 ] 。农村

社会原有的道德自律机制正在失效。村级党员干部

要自觉承担起对农民进行道德教育的责任 ,积极宣

传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 ,将以德治国的

理念贯穿于农村治理当中 ,灵活、妥善地解决好农村

出现的道德纠纷问题。同时 ,积极依托“文明村”、

“文明户”、“五好家庭”、“道德模范”等精神文明创建

工作 ,努力实现农民道德教育常态化、规范化、系统

化 ,形成新时期具有农村特色的道德教育体系。

3. 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 ———组织者和执行者的

角色

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加强农民道德教育中扮演着

组织者和执行者的角色。道德教育是当前农村思想

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尊重农民、教育农民是当前做

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在

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分清权

责 ,根据各地区具体实际 ,制定具体可操作的道德教

育任务。始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

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

舞人”这一指导思想 ,把学习、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和公民道德规范作为农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内

容。增加道德教育投入 ,增强道德教育的可操作性

和可评价性 ,将务虚与务实有机结合起来 ,克服过去

说得多 ,做得少的问题 ,解决“老办法不顶用 ,硬办法

不敢用 ,软办法不管用 ,新办法不会用”的乏力现象。

农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 ,实质上是农民思想道德教

育同思想道德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这就是说我们不

仅要大力加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 ,而且也要积极开

展行之有效的道德实践活动[5 ] 。

4. 大众传媒和第三部门 ———宣传者和参与者的

角色

大众传媒和第三部门在加强农民道德教育中扮

演着宣传者和参与者的角色。有研究得出 ,农民对

农村以外世界的了解 ,对国家方针、政策的了解 ,主

要通过电视广播 ,报纸刊物次之。广播、影视、新闻

出版、文学艺术等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渗透力和影响

力。这些大众传媒在反映社会发展进步和引领社会

道德风尚 ,为农民树立道德楷模 ,宣传和引导农民树

立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一些

反映新型农村道德建设的影视作品、地方戏曲等 ,为

农民所喜闻乐见 ,于潜移默化中提升农民的道德素

质 ,拓宽了农民道德教育的空间。

第三部门 ,即非政府组织 (N GO) ,在加强农民

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同样十分重大。改革开放以来 ,

第三部门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发展壮大起来 ,

为社会提供了很多政府无法或无力提供的服务 ,承

担了很多政府和企业无法、无力承担的工作。在加

强农民道德教育方面 ,第三部门作为重要参与者 ,同

样大显身手 ,大有可为。第三部门直接走进农村 ,步

入农户 ,了解农民的道德疑惑和道德需求 ,有效地宣

传先进道德观念 ,帮助农民解决道德纠纷 ,受到农民

的良好评价。

5. 各类高校和研究学者 ———推动者和咨询者的

角色

各类高校和研究学者在加强农民道德教育中扮

演着推动者和咨询者的角色。加强农民道德教育是

各类高校和相关研究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高校是

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应该根据地区特点 ,利用自身人

才资源优势 ,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通过“三下乡”

活动这一重要载体 ,组织教师与学生到农村去 ,既宣

传社会主义先进道德 ,又虚心向农民学习 ,实现双方

受益 ,促进双方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关注农村发

展和农民道德教育的研究学者 ,既要加强理论研究 ,

探讨符合农村社会和农民需求的道德教育形式 ,又

要注重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 ,注重理论对农民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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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指导意义 ,使农民能够树立正确的道德评价

标准 ,做出正确的道德价值选择。作为真正的研究

学者 ,不应该为研究而研究 ,应该主动到基层去 ,到

农村去 ,切实了解农民群众的道德需求 ,为各级政府

部门和农民群众提供有价值的咨询 ,使自己理论研

究的价值得到真正的体现。

　　三、结　语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同样 ,加强农民

道德教育也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

就。由此 ,党和国家 (尤其是基层党委、政府部门)应

当更加重视加强农民道德教育 ,根据地区具体实际 ,

不断增加农村道德建设的资金投入 ,加强农村文化

队伍建设 ,使农民道德教育切实取得实效 ,使农民能

够自觉提升自身的道德素质。必须明确的是 ,在新

农村建设过程中 ,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 ,并不能

代表精神生活水平同等层次的提升 ,也不能代表自

身道德素质同等层次的提升。农民只有具备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德素质 ,才能真正称其为

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才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

供强大的道德支撑 ,才能为农村的和谐稳定提供良

好的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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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Value and Ways of Intensifying the Education of Mo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Farm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 w Social ist Countryside

WAN G Gang ,ZH EN G Zhu2xian

( M arx ism Col lege , Fuj i an A g ricul t ure an d Forest ry Uni versi t y , Fuz hou , Fuj i an ,350002)

Abstract 　As farmers are t he main part of t he const ruction of new count ryside ,t heir moral quality is

directly p roducing an effect on the harmony of rural community and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 ructing new

count ryside. From t 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 ural and social aspect s ,t his paper analyzes t he realistic val2
ue of intensifying t he education of moral consciousness of t he farmer in t he const ruction of new count ry2
side ,t horoughly t hinks over t he pat h of intensifying t he education of mo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farmer ,

p ut s forward t he principles of keeping t he farmers as t he main part and village commit tee as the leader2
ship ,wit h t he follows in correct position giving f ull play of t heir roles : Party commit tees and government

depart ment s ,mass media and the t hird sect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scholars.

Key words 　t he const ruction of new count ryside ; farmers ; t he education of moral consciousness ;

value ; pa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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