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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是你可以克制自己的情绪而支配自律是你可以克制自己的情绪而支配
自己行动的能力自己行动的能力。。想象一下想象一下，，你该怎样不你该怎样不
受其他任何事物影响来实现自己既定目受其他任何事物影响来实现自己既定目
标标。。若你不能自律若你不能自律，，很多梦想和目标都会很多梦想和目标都会
轻易地半途而废轻易地半途而废。。但若你能够自我约束但若你能够自我约束，，
就有一半的可能会实现就有一半的可能会实现。。自律的最高境界自律的最高境界
便是便是，，当你作出一个决定时当你作出一个决定时，，你一定会朝着你一定会朝着
目标前进目标前进。。

宋代理学家朱熹把树立高尚而又远大宋代理学家朱熹把树立高尚而又远大
的志向看作提高道德修养的第一步的志向看作提高道德修养的第一步，，当有人当有人
问及问及““为学功夫为学功夫，，以何为先以何为先””时时，，他回答他回答：“：“专专
在人自立志在人自立志。。既知这道理既知这道理，，办得坚固心办得坚固心，，一一
味向前味向前，，何患不进何患不进。。只患立志不坚只患立志不坚，，只听人只听人
言语言语，，看人文字看人文字，，终是无得于已终是无得于已。”。”在立志过在立志过

程中程中，，他提出了立志要勇猛他提出了立志要勇猛、、坚定的观点坚定的观点：：
““学者立志学者立志，，须教勇猛须教勇猛，，自当有进自当有进。”。”只有坚定只有坚定
信心信心、、勇猛果敢勇猛果敢、、勇往直前勇往直前、、不达目标不罢不达目标不罢
休休，，方能树立起人生的坐标方能树立起人生的坐标，，才会朝着既定才会朝着既定
的目标一往无前的目标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前进义无反顾地前进。。这些忠这些忠
言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借鉴和教育意义言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借鉴和教育意义。。

一个自律的人一个自律的人，，就应是一个懂得自爱就应是一个懂得自爱、、
勇于自省勇于自省、、善于自控的人善于自控的人。。自律自律，，它能使人它能使人
明于自知明于自知、、使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使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使人使人
学会战胜自我学会战胜自我、、使人身心健康使人身心健康、、使人高尚起使人高尚起
来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同时，，它是一个人它是一个人
修养的起点和基本要求修养的起点和基本要求，，也是一个人行动自也是一个人行动自
由所务必遵循的条件由所务必遵循的条件。。一个人能够自律一个人能够自律，，说说
明他修养已到达了较高的境界明他修养已到达了较高的境界。“。“金无足赤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人无完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每每
个人都会有缺点个人都会有缺点、、错误错误。。一个自律的人就应一个自律的人就应
经常检查自己经常检查自己，，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自省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自省，，纠纠
正错误正错误、、改正缺点改正缺点，，这是严于律己的表现这是严于律己的表现、、是是
不断进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不断进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有错误和缺有错误和缺
点不怕点不怕，，可怕的是无视它可怕的是无视它、、不去改正它不去改正它。。

自律是一种信仰自律是一种信仰、、自律是一种素质自律是一种素质、、自自
律是一种觉悟律是一种觉悟、、自律是一种自爱自律是一种自爱、、自律是一自律是一
种自省种自省、、自律是一种自警自律是一种自警。。卡皮耶夫说卡皮耶夫说，“，“思思
想和格言能够美化灵魂想和格言能够美化灵魂，，正如鲜花能够美化正如鲜花能够美化
房间一样房间一样”。”。所以所以，，要想做一名有益于社会要想做一名有益于社会
的人的人，，就要针对自己的实际就要针对自己的实际，，选取相关的名选取相关的名
言言、、警句警句、、格言格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用以勉用以勉
励自己励自己、、提醒自己提醒自己、、警示自己警示自己。。

养成自律好习惯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祝琪尧 采写
本版策划 咸凯慧

文明礼仪不仅是个人素质、教养的体
现，也是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德的体现，更是
城市的特征、国家的脸面。所以，我们作为
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文明更是
展示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如果说生活中最主要的是文明、是礼
貌，一点也不夸张。在我们生活中，许多
名人的故事在广泛流传。“融四岁，能让
梨”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毛泽东
从小养成了对长辈有礼貌的美德，后来当
了国家主席更加礼貌待人。由此可见，文
明礼貌比最高的智慧、一切的学识都重
要。我们生活在集体大家庭中，文明礼貌

地处事待人是我们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必
修的一课。因此，我们一定要养成讲文
明、讲礼貌的好习惯，做文明人、行文明
事。

那么，文明是什么呢？文明是路上相
遇时的甜甜微笑，文明是别人有困难时的
热情帮助，文明是平时与人相处时的亲切
宽容，文明是见到长辈时的问早、问好，文
明是不小心撞到对方时的一声“对不起”，
文明是自觉将垃圾放入垃圾箱的举动，文
明是看到有人做错事时的主动制止……
文明就在我们平时生活中的细小琐事
中。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与人之间难

免磕磕碰碰，有时甚至失礼、失态，一句
“对不起”就能使怨气烟消云散。反之，可
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酿成悲
剧。礼仪是人际交往的工具。规范的行
为、文明的礼仪是通往心灵的钥匙。文明
礼仪反映着一个人的修养，而且影响着整
个社会风气。

点滴之间，涵养文明。让我们选择文
明的生活方式，共享文明的幸福之果。相
信今后，当我们行走在大街小巷，看到干
净、美观的城市环境的同时，也能看到更加
热情开朗、积极向上、乐于助人的辽源人
民。

以文明的行为点亮生活

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是伟大中华文明
的基因、是我们宝贵的民族精神家园。守住
传统文化就是守住我们的根、守住我们的民
族精神家园。文化发展并不意味着忘记过
去。相反，要把过去的精髓融入今天的发展
中来。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淡忘历史的

“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伪主义”必然被
历史所抛弃。引导年轻人守住传统文化，目
的就在于引领他们去了解传统文化的发展
历史、了解其发展的精髓所在，走近传统文
化，让传统文化入脑、入心，引导他们成为守
住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

了解传统文化内涵是前提。传统文化
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
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

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从这个层
面来说，传统文化打上了自己民族特色的烙
印，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内核，还有道
教、佛教等文化形态，包括：古文、诗、词、曲、
赋、民族音乐等等”。这也就告诉我们传统
文化博大精深，其拥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可
是，在一些青少年眼中，他们对传统文化内
涵的了解知之甚少，更有甚者将传统文化简
单归结为古诗词、书法，这些都是对传统文
化的片面了解。要真正了解传统文化，就需
要去了解我们的文化发展历史，了解各个历
史发展阶段所形成的特色传统文化。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
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其中，最核心的内

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
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
值观。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
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
女共同的精神基因。”

守住传统文化要与时俱进，更要开拓
创新。守住传统文化不是全盘接收，更不
是全盘抛弃。守住传统文化要有所取舍，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落后、腐朽文化
要敢于剔除，敢于说“不”；对于文化精髓，
要继承更要弘扬，要创新方式，将传统文化
内涵渗透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去，让他们感
受到传统文化魅力，并感受其在今天生活
和学习中的作用。

守住传统文化基因

科技的进步总能够带给我们新的生活体
验，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依旧难以避免科技所
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在一些“有心人”的推动
下，这些负面影响被无限扩大化。青少年作为
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缺少了一种独立自
主、沉着稳定的价值观，面对互联网时代不良
信息的冲击，最终酿成了同学之间的暴力事
件、师生之间的对抗、自我生命的轻视等。这
一切的一切，无一不暴露了当代一些青少年的
三观存在着很大问题。

这些现象的发生，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
在一些社会因素互相作用下发生的。从小学
教育的失位，到中学教育的彷徨，恰恰是因为
这些因素，使得一些青少年的三观偏离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一场“持久战”。
青少年的三观树立就是在点滴的教育中塑造
的，而如今一些青少年所缺少的就是一种正
确的价值观。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也是
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一个民族的兴衰在于这
个民族的青年是否能够挑起大梁。习近平总
书记说：“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自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
传播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
我、实现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有
让真善美永驻青少年心中，才能够在社会发
展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总而言之，成长

是一段漫长的旅行，他们在旅行中学到了什
么，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中便会将这些价值观
作为自己的人生导航。一个人的思想往往是
难以控制的，他此刻的一个动作，或许是他大
脑中千万个符号共同命令下实现的。青少年
需要更好地成长环境，但社会是多变的，因此
青少年才更加要树立正确的三观，而树立正
确三观的过程就是多读书、多思考，做一个乐
观积极、有志有为、奋发向上的人。“志”即理
想，它是指引人生的灯塔。人在青年时期应
以理想为指引，摆正心态，坚持做正确、有益
的事，同时，再小的事情也要认真对待，对自
己进行历练，为实现抱负进行积累。其次，青
少年一定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吃苦耐
劳的精神，青少年难以担当重任。现在这个
时代，人的心态普遍比较浮躁，有些青年人有
时难免会产生挫败感，觉得自己的努力和奋
斗都是徒劳。事实上，“自古雄才多磨难，从
来纨绔少伟男”。再次，青少年要坚持高尚的
品德，提高自身的修养。面对同一件事情，有
的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有的人洁身自好不为
所动，其中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个人品德修养
的差距。

青少年是社会和我们所珍爱的家庭的未
来。我们塑造了怎样的青年，我们就将拥有怎
样的今天和明天。

树立正确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而无德，行之不远。
没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思想修养，即使有丰富
的知识、高深的学问，也难成大器。”道德是社
会关系的基石、是人际和谐的基础，要把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
设作为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和有力道德支撑。

在社会中，有许多行为规范约束着我们的
一言一行，这就是道德。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其
实很简单，只要做每一件事都用心仔细想一
想、多为他人考虑一点，道德就会伴随在你身
边。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一个知识不全的
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
难以用知识去弥补。”我们今天不去讨论道德
和知识谁更重要，但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最需要的是具有道德高尚的知识者。我们中
华民族历来崇尚道德，无论是以孔子为代表的
儒家思想，还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无
不都以高尚的道德作为他们的至高境界。宋
代文人苏辙就曾写道：“辙生好为文，思之至
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
气可以养而致。”这就说明，道德是做人的基本
准则。

怎样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首先要做到“勿
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三国时期

的刘备曾经以此教导过他的儿子。我们如果
能够从身边小事做起，严于律己，那么，我们每
做一件事情，我们的道德水平就会得到一次升
华。“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
我们要善于由大及小，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
手，决不要以微小而不足道、细小而不足为。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要注重培养自己的道德观
念，必须注意到知、情、意、行的统一。不能只
讲动机不计效果，也不能只根据效果去判断其
善恶。要注重道德认知，处理好知与行的关
系，注意实际行为的锻炼，在实践中增强道德
情感、意志力。值得一提的是教师这个职业，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于孩子们的成
长和成才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古人对教师
的职责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这其实只是
指出了老师“教书育人”职责中教书的一面，而
我们日常挂在口头上的“为人师表”则对老师
提出了更高的人格上的要求。

古往今来，沧海桑田。虽然时光在流逝、
时代在变迁，但是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不仅没有
消减，反而与日俱增。有人说：道德是石，敲出
希望之火；道德是火，点燃希望之灯；道德是
灯，照亮人生之路；道德是路，引导人们走向灿
烂辉煌。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从自己开始，养
浩然之气，自觉地做道德的实践者和捍卫者，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以道德的力量赢得人生

弘扬正能量弘扬正能量 做时代新人做时代新人

一个国家凝聚正能量才能富强一个国家凝聚正能量才能富强，，一个人凝聚正能量才能向上一个人凝聚正能量才能向上。。社会需要正能量社会需要正能量、、时代呼唤正能量时代呼唤正能量。。构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鲜明的社会价值导向需要有鲜明的社会价值导向，，并以此引领和保证全体人民有共同的道德遵循并以此引领和保证全体人民有共同的道德遵循、、整个整个
社会有稳定的运行秩序社会有稳定的运行秩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因因
此此，，我们这一代更要承上启下我们这一代更要承上启下，，以高度的自律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者以高度的自律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者、、做良好道德风尚的推动者做良好道德风尚的推动者、、
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