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荣辱感是的概念 教师社会主义荣
辱观心得体会(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荣辱感是的概念篇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大家好！

在**有一个家喻户晓、叫响全国的光荣群体――**“雷锋
团”，她从小到大，由分散的个体学雷锋逐步走向团体学雷
锋，由团体学雷锋到带动全社会学雷锋，随着时代的发展与
时俱进，丰富和完善着雷锋精神，成为新时期实践和弘扬雷
锋精神的典范，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面迎风招展
的旗帜，响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山山水水，他们是这样的
一个群体，爱憎分明，信念坚定；爱岗敬业，关心集体；他
们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务实为民，助人为乐；艰苦奋斗，刚
正廉洁。这正是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最好体现，
最好证明！

面对他们，谁说构建全社会的荣辱观离我们每一个人还很遥
远？他们的举动，深深敲打着我们的灵魂。以镜为鉴，可以
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正品德。朴实之举所折射出的人格
力量，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审视自己的灵魂，审视
自己的“荣辱”底线。

一个个朴朴实实的行动，践行了一个个普通公民的荣辱观，
同时也警示了世人：只要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
守护好自己心灵里的“荣辱”底线，构建一个正确的荣辱观，
形成社会的`浩然正气，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难。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强烈荣辱感的民族。从耻食周粟的
伯夷叔齐，到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项羽；从耻为亡国奴的文
天祥，到拒绝美国救济面粉的朱自清……无数铮铮傲骨的人
物，在中华历史上演绎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事迹。新中国成
立后，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牛玉儒等一批批优秀共产党
人，以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讲述着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他
们公而忘私，助人为乐，敬老尚贤，无私奉献，张扬着道德
的大旗，耸立起一座座人格的丰碑。做为教师，我们不仅要
将这些感人的故事记录下来讲给学生，而且要通过这些感人
的事迹更加深刻地认识自我，找准我们的位置，重塑自我灵
魂，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认清热爱祖国与危害祖国之间，
服务人民与背离人民之间，崇尚科学与愚昧无知之间，辛勤
劳动与好逸恶劳之间，团结互助与损人利己之间，诚实守信
与见利忘义之间，遵纪守法与违法乱纪之间，艰苦奋斗与骄
奢淫逸之间的荣辱界限。形成真正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师德似雨露，润物细无声。

教师要以自己的行动为学生作出榜样。教师身体力行，自觉
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张纸，随手拾起掉在地上的
纸屑，在食堂打饭时与学生一起排队……这些事情看起来都
很不起眼，但正是这些看似很不起眼的小事，成就了教师的
威信，彰显了教师的道德修养与人格魅力，并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学生。这些做法也许比严厉的批评和训斥更能让学生信
服。

要让学生懂得诚信，遵守诚信，教师必须先做出诚信的榜样。
试想如果教师时常说谎，如何教育学生诚实守信；如果教师
知错不认，如何教育学生知错认错；如果教师偏袒学生，如
何教育学生公平处事；如果教师自私自利，如何教育学生无
私奉献；如果教师争名夺利，如何教育学生朴实做人……太
多的“如果”告诉我们，只有不断锤炼自己的人格方无愧于
人师。

“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今天，我们仍然应



把这千百年来的古训当作指引我们行动的准绳。学校无小事，
处处是教育。教育是大事，可教师应该从注意身边的小事做
起，因为“小事情”维系着“大荣辱”。所以，我们教师必
须率先垂范，提高自身的修养，才能培养出人格健全的学生。

知荣知耻，是为人之道；知荣知耻，是为师之道；知荣知耻，
是正世风之道。让我们携带着这道德的珍宝，提高师德修养，
唱响时代旋律，拥抱美好的明天吧！

荣辱感是的概念篇二

人生常常面临着各种是非荣辱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对我们的
人生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许多
事情，从中也体会到了一些道理和心得，在是非荣辱的抉择
中，我们应该具备正确的判断力和品德观，这不仅关系到我
们自己的人生方向，也关系到周围人对我们的看法和评价。
以下是我对是非荣辱的一些体会和思考。

选择是非标准应具备的品质。在做出选择之前，首先要具备
一个真正明确的是非标准，明白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个标准不是我们单方面主观的，
更多的是与社会道德伦理和法律法规相匹配，因此，我们需
要靠道德教育、音乐艺术教育、法律教育等多种途径来传递
这些基本的是非标准。只有了解并且明确这些标准后，我们
才能在具体问题面前作出正确的判断。

决策时应摆脱固有框架。人类的思维有时往往受到认知方式
的束缚，我们容易将事物放于对与错的两个极端之上，而忽
略了其中的复杂因素。例如，一个合法的行为，在特定的情
境下却可能成为不道德的行为。面对这样的选择，我们要敢
于超越已有的认知，不受固有的价值观念框架所限制，审视
问题的不同层面，不断思考与分析，最终才能作出真正符合
我们个人情况和价值观的决策。



积极拥有自己的价值观。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价值观，
它是我们人生的底色，是我们行为和举止的准绳。我们不能
只被外界所影响，被其他人的意见所左右，而是应该根据自
己的信仰和准则来判断是非荣辱。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做到
价值观的积极修正和提升，要有符合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
价值观念，不被固化的观念所束缚，在不断实践和思考中完
善自己的价值观。

荣辱观要正常平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我们每个人都遇
到过挫折和失败，遭受过非议和冷嘲热讽。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更需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和决心，不受外界的干扰动摇，
保持一颗平常心。同时，在享受荣誉和赞誉的时候，也要保
持谦虚和淡定，不要因为外界的肯定而骄傲自满。人生的荣
辱只是暂时的，我们更应该在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的道路
上， 坚持不懈，发扬自己的精神力量。这样才能真正拥有健
康积极的荣辱观。

在是非荣辱的抉择中，我们应该明确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
积极思考和独立判断，同时要保持平和稳定的心态。随着年
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我们对是非荣辱也会有更加深入的
理解和体会。面对是非荣辱的各种选择，我们要坚守一份初
心，保持清醒和冷静的头脑，最终选择符合自己思想和价值
观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如梦之旅中保持真我本色，
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荣辱感是的概念篇三

第一段：引言（200字）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面临各种抉择和选择。而作为一个有
良知和道德观念的人，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
地判断是非和荣辱的尺度。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些体会
和心得。通过长时间思考和实际经历，我深刻体会到是非荣
辱的重要性。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原则，我们才能



远离心灵的迷茫，并取得自我成长和进步。

第二段：判断是非（200字）

判断是非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常面对的选择。在判断是非的
时候，我们要凭借自己的良知和道德标准来决定。在决策时，
我们要明辨是非，不受个人欲望和外界诱惑的干扰，遵循道
德规范。只有不做违背良知的事情，才能与自己和他人和谐
相处。

第三段：面对荣辱（200字）

荣辱是人生中常常伴随而来的事物。面对荣誉，我们不能骄
傲自满，要保持谦虚和低调。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荣誉而
得意忘形，要谨记自己的起点，并将荣誉作为自己继续前进
的动力。而当面对挫折和困难时，我们应该及时调整心态，
不应轻易放弃。荣辱只是表象，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
和处理这些事物。

第四段：影响他人（200字）

一个人的是非观和荣誉观念不仅仅影响到自己，还会对身边
的人产生影响。当我们能够成为一面旗帜，做出正确的道德
选择时，我们无形中给他人树立了榜样，并对身边的人产生
正面引导作用。而当我们背离了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时，
我们也会引导他人走向错误的道路。因此，我们应该时刻警
醒自己，保持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影响身边的人向着正确的
方向发展。

第五段：个人成长（300字）

在追求是非荣辱的道路上，我们不仅要影响他人，还要不断
提升自己。通过正面的是非观和荣誉观念，我们能够激发自
己内心的力量和潜能，促使我们不断追求自我完善和提高。



只有坚守正确的道德准则，我们才能逐渐成为一个真正有修
养和品德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反思自己的行
为，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思维方式。通过这样的实践，我
们能够提升自己的自律能力、责任感、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解
决问题的能力。

总结（100字）

在人生中，是非荣辱观念是我们前行的指引和动力。我们要
始终保持警觉，正确判断是非，面对荣誉要保持谦虚和自省，
同时要勇敢地面对挫折和困难。我们的行为不仅影响自己，
还会对他人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坚持正确的是非荣辱观念，
我们可以不断成长，并努力塑造自己成为一个有道德、有品
格的人。

荣辱感是的概念篇四

船要走的稳，舵就要把得准，人生进退之中，有一个明确的
方向才能引导出坚定不移的步伐。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
一个行业、一个部门、一个团体乃至个体的一个人前进的标
杆和奋斗的力量源泉，通过深入开展行风评议活动，深入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入开展“工商干部核心价值观”大讨
论活动等，我们倍受启迪，身为一名工商干部，身为一名党
员，核心价值观的讨论和学习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许多体
会。

在市场经济不断推进和个人主义思潮的双重影响下，利益诉
求及利益格局的多样化，使我国社会进入了新的价值多元化
时期。工商干部职工个人价值观也呈现多元化状态。一方面，
符合社会主体价值、与工商职能本位相一致的履职奉献、开
拓进取精神日益成为工商价值观的主流。在这种主流的引领
下，工商干部队伍在服务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群
众利益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另一方面，也难免有部
分干部职工价值观与社会价值需求存在偏离。其特征主要有



三：一是“车站观念”。部分职龄较长的军转干部，转到工
商部门工作后，可能会安于现状，存在“车已到站”的思想。
二是“饭碗观念”。部分处在中层岗位上年龄较大的干部，
由于工商部门缺乏与外部的横向干部交流，可能会觉得没奔
头，只图捧个“铁饭碗”。三是“鸡肋观念”。新进的大学
生由于工商工作的现实与大学美好理想的落差，导致他们认
为工商工作“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以上三种思想的存在
严重影响工商核心价值观的在系统内的普遍形成。

正是基于这样的状况，我认为结合行风评议活动在工商系统
内部进行核心价值观大讨论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及时的。
作为个人来讲，我认为核心价值观不应是空洞的理论，而是
实实在在扎在心底的指导思想和日常工作实践。作为一名工
商系统的国家公务员，我们必须在日常工作中做到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做到依法行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执法者同时就是服务者，之所以把我们称为人民公仆也
是这个道理。在日常规范市场行为、整顿市场秩序的实践中，
对于那些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侵害消费者利益的不法分子一
定要严惩不贷，不能讲情说情，心慈手软。但是对于下岗职
工或者类似的弱势群体，他们有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不能
简单地以依法行政概念，套用法律条款，作出处罚决定。否
则就会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对工商的执法带来反面效果，
反而达不到行政执法的目的。这种宽严相济，实事求是的执
法方式，能有效地防止执法中不规范不廉洁行为的发生，对
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一种支持。

二是要严格遵章守纪，明确任务责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仅仅靠自觉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制度和规章的制约。没有制
约、没有监督必然出现腐败。无论是政治建设还是业务建设，
工商系统的规章制度已经不少。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很
多规章制度还过于粗糙，执行力度也或有，甚至随着社会的
快速发展，许多制度有过时之嫌，未能与时俱进。对于工商



干部个人而言，每个人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把握自己的任
务，明确自己的责任，遵守自己应该遵守的规章纪律，自觉
自律而为。对于不遵章守纪的同志必须按规定进行惩戒，对
于不能明确任务职责的同志要真正让其担负起应该负的责任，
不可纵容。

还有光辉，的确，只有执法办事公平公正，才能赢得执法对
象的配合，也才能赢得社会的好评和百姓的信服，因此，作
为工商干部，日常工作皆与百姓息息相关，我们必须做到赏
罚分明、公开公正。

我相信，如果能做到以上这简单的几点，我们就没有理由、
也没有空间容忍我们的队伍中有人存在“车站观念”、“饭
碗观念”、“鸡肋观念”等不良观念，整个工商队伍必将更
加清正廉明、朝气蓬勃。

“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
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保
尔·柯察金如是说，而从事工商行政管理的我，是否也可在
几十年之后离退之时如此坦然地自省?身为工商干部，我的价
值在哪里，我的价值发挥了没有，我的价值又发挥多少?核心
价值观的讨论和学习让我思路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脚
步也更加坚定，也更督促我深入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不计得失，不怕吃苦，胸怀爱民之心，恪守为
民之责，以实际行动践行对祖国的承诺，对人民的责任。

荣辱感是的概念篇五

主义荣辱观，是当前道德建设以及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
中体现。如果一个社会流行错误的荣辱观念,就不可能拥有良
好的社会风尚和和谐的社会秩序。所以，我们必须大力弘扬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
德规范，大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促进良好社会风气



的形成。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就是通过社会舆论和每个人
的道德实践，用社会主义光荣感和耻辱感去评价人们的行为，
引导人们履行义务，从而形成新的道德自觉。我们要通
过“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使社会成员尤其是
青少年能进一步明确以热爱祖国、服务人民为最高荣誉。第
一，要做到利国利民。一般来说，对荣与辱的评判是以社会
道德为标准的，凡是受到肯定赞美的道德行为就是荣，凡是
受到否定、谴责的道德行为就是耻。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
利益、人民利益是最高利益，符合这一根本利益、对社会主
义社会发展有利的行为，就是道德行为。热爱祖国、服务人
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最高的荣誉。社会主义荣
辱观就是要坚持利国利民，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者，必定
会得到人民的褒奖和尊重、肯定和赞美。每个人在社会生活
中必须坚持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人生的社会价值是自我价值的基础，自我价值是社会价值的
表现。一个人如果离开了社会价值，离开人生对社会的贡献、
责任，就谈不上人生自我价值。只有把个人的全部聪明才智
运用到社会奋斗之中，造福于人类，创造人类的社会价值，
才能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第二，要做到知荣知耻。现实生活中，荣耻共存，有荣必有
耻，有耻必有荣。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就要让人们明
确地认识到什么是荣、什么是耻。人们总是喜欢荣誉、追求
荣誉，而美好的东西总是与丑陋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的，荣
誉也总是与耻辱相联系而产生的。知道何为荣固然重要，知
道何为耻更是难得。孔子早就提出“行己有耻”的思想，认
为人不可无耻。知耻者，就能认识到道德行为的过失，避免
再步后尘，从而走出耻辱的阴影;知耻者，就能激发起进取心，
争取荣誉。所以说，知耻者近乎勇，有了耻辱心，就能更好
地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保持人格尊严，就能产生自制力，
知道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可做。

第三，要做到明理明法。剥削阶级的荣辱观以个人利益至上，
以个人得失为准绳，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他们把个人功名利



禄作为最高荣誉，一切为了个人的目的，甚至不惜违法。社
会主义荣辱观与此相反，认为荣辱与社会利益相一致，个人
的所作所为都必须合理又合法，不能与社会的公众利益相悖。
因此，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实质上就是要求社会成员
明理明法。只有明法、知法、守法，才能在社会中严格自律。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创造性地继承传统荣辱观教育
的精髓，构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体系，大力开展社会主义
荣辱观教育，对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第一，要建立社会舆论平台。一般来说，社会舆论以什么样
的标准来评判荣辱，社会大众就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荣辱观。
社会主义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是旗帜鲜明的。开展社会主
义荣辱观教育，必须大力宣扬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抵制不
良思潮的影响，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判
断教育人和影响人。荣辱的核心是道德问题，要大力开
展“爱国、守法、诚信、知礼”的社会主义现代公民教育，
不断提高公民的道德文化素质，提高明辨是非和抵制腐朽思
想侵蚀的能力和水平。第二，要建立道德实践平台。道德的
实践是人类精神和行为的自律。人的道德发展的基本规律是
从他律向自律发展。社会公民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完善
自身的品德是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内在要求。开展社
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要把社会主义关于荣辱的价值判断，渗
透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渗透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构建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社会公民具体
的道德实践，深化对道德品质、价值判断标准的内省式认识
和全面理解，使其道德品质在不断自我体悟中发展，确立道
德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从而养成符合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的荣
辱意识。

第三，建立学校教育平台。接受学校教育是社会公民成长的
重要阶段，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引导社会公民尤其是
青少年形成“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必须把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判断渗透到学



校教育当中，渗透到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当中。要发挥每一
门课程的育人功能，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价值观念渗透
到课程的学习中，让青少年在知识的海洋中摄取营养，树立
崇尚科学的精神和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从而形成正确的荣
辱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