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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 

   



祸福无门  惟人自召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无德而禄 殃祸速至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祸莫大于不知足 



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 



欲而不知止 失其所以欲 

有而不知足 失其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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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可破也 而不可夺坚 

丹可磨也 而不可夺赤 



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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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师德修养  

         

                  甘筱青 



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倡导
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表述为
24个字和三个层次：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
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
民层面的价值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对
新时期国家、社会、公民应当遵循的价
值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全面概括；既继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社会主义本质
要求，又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
时代精神。 

 



        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

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
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
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
五届会员大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习近平指出：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
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
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
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
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
启发。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

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
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
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
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
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
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
和德治相得益彰。  



          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化
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
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很有益处。 

                                     ——习近平 

 

         这次课，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入，结合

学习中华传秀传统文化，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
国相结合，与老师们交流师德修养的认识。 



一、教书育人  以德为首 

人可一生不仕， 但不可一日无德 

德不孤， 必有邻。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种十里名花 何如种德 

修万间广厦 不若修身 

德不厚者 不可使民 

不患位之不尊 而患德之不崇 

刘向 

张衡 

郑板桥 



德与才 

 德者 才之帅也（司马光） 

 以德行为本  而文艺次之（朱元璋） 

 心术不善  纵有才学何用（康熙） 



德与财 

《大学》：德者本也  财者末也 
                货悖而入者  亦悖而出 
 

有德 

必得其位  
 
必得其名 
 
必得其寿 



 德乃为师之要 

    居之无倦   行之以忠。 

    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 

    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行。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B5%C2+%C1%A2%C9%ED%D6%AE%B1%BE&in=27326&cl=2&lm=-1&pn=103&rn=1&di=41091642495&ln=2000&fr=&fmq=&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德乃立国之基 

    皇天无亲 惟德是辅 。 

    德者 国家之基也。（左传） 

    人无德不立  国无德不兴。 

 

   求木之长者 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 

   思国之安者 必积其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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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思想与师德修养 

  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 

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
官……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 

                                ——诸葛亮《自表后主》 

 

为官 



 铁面无私丹心忠 

   做官最怕叨念功 

   操劳本是分内事 

   拒礼为开廉洁风 

        ——宋 包拯  

 



 检点行囊一担轻 

   京华望去几多程 

   停鞭静忆为官日 

   事事堪持天日盟 

         ——明 况钟 

 



成由勤俭败由奢  
勤俭 

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 

克勤于邦 克俭于家； 

俭 德之共也  侈 恶之大也；  

奢者富而不足  

何如俭者贫而有余。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 吾心独以俭素为美。  

有德者皆由俭来也。  

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 。 

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 败家丧身。 

司马光：《训俭示康》 



可以养德 一益也  

可以养寿 二益也  

可以养神 三益也  

可以养气 四益也  

徐榜：《宦游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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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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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靡之始  危亡之渐； 

骄纵生于奢侈  危亡起于细微； 

街头庙脚褴褛身  半是当年奢靡人； 

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败由奢； 

兴家犹如针挑土  败家好似浪淘沙。  



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
难以自强自立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
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
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
兴旺发达的。 

胡锦涛  

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慎 独 

曾子：吾日三省吾身 

陆九渊：不自欺 

袁采：处世当无愧于心 

康熙：暗室不欺 

 

谨慎 



   慎 微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祸患常积于忽微  

骄纵生于奢侈  危亡起于细微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慎 权 



利义 

见利思义  

贪为万恶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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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者 贫贱也乐 

不知足者 富贵也忧 



凿壁偷光 

悬梁刺股 

负薪挂角 

囊萤映雪 

三年不窥园 

断齑划粥  

学
习 



孔子：学而知之的榜样 

              少而好学 如日出之阳 

              壮而好学 如日中之光 

             老而好学 如秉烛之明  



书卷乃养心第一药物 

人生至乐莫如读书 

腹有诗书气自华  



平常心 

敬畏心 

自省心 

自足心  



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尚书》 

知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    ———《易经》 

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老子 

鸟择高枝而栖，士择明主而仕。          ———［春秋］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孟子 

修身篇文萃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荀子 

养心莫善于寡欲。                        ——孟子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                      

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          ——司马迁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三国］诸葛亮  



 

士有公天下之心，后能举天下之贤。         

                           ———［元］张养浩 

修身遵曾子三省，从政秉周官六廉。           

                           ———［明］于谦光 

身不正，不足以服；言不诚，不足以动。        

                           ———［明］徐祯稷 

先平己见而后可以听人言。                    

                           ———［清］金缨 



 三、立德树人乃教育之本 

          中华经典《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重振白鹿洞书院的大儒朱

熹曾经指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是

大学的“三纲领”。古代大学与现代大学虽不相同，但这

“三纲领”所讲的树大德行、做大学问这一根本点，却古

今一脉相通。 

           另一经典《中庸》开篇三句说：“天命之谓性，率性

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杨叔子院士对此给出的现代诠释

是：先天基因所赋予的就是先天素质，循乎先天素质所开

发出其所蕴含且至少不危害外在世界的潜能的就是规律，

使人修明这个规律的就是教化、教育。  



          无论是古代经典还是现代理念，都告诉我们教育

的本质就是教书育人、立德树人。今天，高等学校的首

要任务是“育人”，高等学校的基本性质是“治学”，

两者相辅相成，两者均服务于社会。人才培养质量是影

响学校声誉最重要的因素。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不知

道九江学院教师获得多少科研经费，发表多少文章，但

是九江学院的爱莲奖学金、无人值守超市、义乌创业团

队、优秀村官等在社会上却影响广泛。 

           大学不仅仅是职业训练所，更是塑造学生品行和综

合素质的地方；而我们教师职业的本质特性，不仅仅是

要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传道”，就是影响人的心

灵，提升人的人格境界。 



         如何育人？立德方能树人，治学先要修身。

关于治学和立德，先贤多有论述。《论语》开篇

就论述好学、温习、讨论以及素养等教育问题，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说“吾十有五

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

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不仅是孔子自叙的一生年谱，也是一个逐步提

高精神境界的过程。  



        孟子在教育的方法上倡导：正己正人（“仁者如射：

射者正己而后发”）、坚持标准（“大匠不为拙工改废

绳墨”）、因材施教（“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

有达财者、有答问者…”）等等。 

          但是在我们学校发展和建设过程中，还是有些教师

忽视职业道德的修养，缺少关爱学生的热情；也有些教

师，备课马虎，课堂上只靠念教案，多媒体课件只是书

本搬家。在研究方面，我们有些教师的驱动力主要是功

利驱动。这些都是与立德树人不相符的，需要切实加强

师德修养。  



四、九江学院的文化育人 

      

        几年来，我们弘扬以庐山为地标的优秀的传

统文化，在凝练学科方向、突出特色科研、浓郁

人文氛围、打造校园精神诸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

的成果。我们把学校的地理区位优势、学科建设

优势、非物质文化传承优势和书院文化优势等，

逐步转成育人优势，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学校高度重视“文化育人”工作，按照“以优美的

自然环境陶冶人、以高雅的人文景观启迪人、以深厚的

传统文化熏陶人”的要求，融山水和人文于一炉。优美

的自然环境与以地域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

里得到了充分的交融与展现。 



      九江学院有着两大文脉相传：濂溪学堂、白鹿洞书院。

周敦颐著名散文 《爱莲说》中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

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白鹿洞书院学规》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

之，笃行之”，引导广大师生思索和恪守做人做事做学问。 

    



      我们将学校的办学特色之一，确定为弘扬以庐山为

地标的优秀传统文化，厚实大学人文精神。并将这样

的办学理念贯穿于学校的校训、校徽和校歌当中，充

分表达了我们对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的领悟和期待。 



      九江学院还借鉴白鹿洞书院的“七心精神”：专心

立品、潜心读书、澄心烛理、虚心求益、实心任事、

平心论人、公心共学，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 

             



       由九江学院牵头，郑州大学、南昌大学、清华大

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北京大学高等人文

研究院、庐山白鹿洞书院等单位合作组建 “ 庐山文化

传承与传播协同创新中心 ”，获批省级“2011协同创

新中心的”的立项与授牌。 



          我们将积极推进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

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 的各项工作，认真学习与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大发展大繁荣中作出应有贡献！ 

       聚庐山灵气、蕴长江波澜、展鄱湖浩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