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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都非常重视道德模范和榜样典型的选树工作，且

根据各时期不同要求采取了相应的评选依据。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更发展，党和国家评选了众多的

道德模范，为加强社会基本道德建设、传播社会主流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模范评

选机制的历史演进，分析道德模范的传承和发展，提炼出不同时期道德模范评选机制的共性与个性，对于我

们今后做好道德模范评选工作，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模范评选机制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历史舞台上，涌现出的英雄群体、劳动模范、时代楷模等不计其数，他们的形象

和称号各异，却无一不拥有高尚的“德性”和出众的“德行”。因此，本文所指的“道德模范”不单单指获得人民

以及党和国家所授予的“道德模范”称号的人，也包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社会道德建设发挥了示范带头

作用和为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1]在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道德期望和道德规范会随

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社会背景产生的形象角色和价值内涵也会有所不同。
1.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初具成效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摆脱了一百多年来被压迫奴役的地位，逐步走上了社会主

义道路，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在这二十九年里，中国经历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
大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八大等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2]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

这一时期所树立起来的道德模范，都是围绕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树立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提高人

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品质、发扬奋斗精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道德价值

观的政治性要求的生动阐释。例如，被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的黄继光和杨根思，全军挂像英模邱少云，“一级

英雄”胡修道、杨育才、张桃芳等都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的杰出战斗英雄。党和国家通过赋予军功奖励、
经济支持、歌曲传颂、组织成立宣讲团等各种方式，对这些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的军人战士

加以表彰。他们在战争中为了国家利益舍己为人、不计生死的精神，都得到了大力的宣传，享受了崇高的政

治礼遇。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是各级志愿军的榜样，他们所展现的抗美援朝精神和战斗精神，激励着广大志

愿军战士排除万难，取得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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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百废待兴的现状，党的思想政治教育部门选拔树立了众多

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进模范和先进集体，通过及时推出和宣传他（她）的先进

事迹，号召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向他（她）学习，在全社会形成模范带头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精神风貌。
[3]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代表大庆“铁人精神”的王进喜，他在面对国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

国层层的经济封锁，国内建设事业急需大量能源的情况下，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
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忠于党和人民、踏实肯干、始终坚持为人民

服务的雷锋，先后多次获得领导人的题词，每年的 3 月 5 号也因此被定为学雷锋纪念日，社会上还出现了

很多歌颂雷锋事迹的书籍、歌曲和影视作品，可见雷锋精神影响之深远；除此之外，还有立足本职、亲民爱

民、求真务实的焦裕禄，他在兰考任职期间，虽然身患肝癌，却依旧带领全县人民积极投身于封沙治水的斗

争中，通过植树造林改善了当地原本内涝、风沙的状况，铸就了“焦裕禄精神”……他们身上都具有鲜明的

集体主义特征和高度的责任意识，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甘愿奉献的先进模范和榜样人物，深深激励了全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使新中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书写了可歌可泣

的历史篇章。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促进经济的发展是当时的主要任务，人民群众的道德价值

观与国家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保持着高度的一致，革命性和劳动性成为道德模范的集中体现。在这轰轰烈

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和“劳动模范”，充分体现了当时全国各族人民排除万难、
爱党爱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拥有崇高的权威和强大的政治动员机制，对

于道德模范的评选受国家引导，主要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评选方式。
1.2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转型升级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响应国家“两手抓、两
手都要硬”，在注重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全社会掀起了一阵评选、宣传和

学习道德模范的浪潮，涌现出一大批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模范人物。
1978 年 3 月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提升了科研人员和知识分子在国家和人民

心中的地位，提高了大众对科学和知识的尊敬和认可。国家在道德模范的评选中，一改往日以工人、农民和

军人为主的局面，出现了大量的科研人员和知识分子的身影。如著名光学家“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劳动模

范”蒋筑英；物理冶金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家周尧和；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为我国航天工业做出重大贡献

的罗健夫；以所学知识攻克系列技术难关，为西部油田的开发建设做出贡献的秦文贵等人，他们报效祖国、
勤奋钻研、勇于献身的精神，使整个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进入 21 世纪，中国步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方面都有了飞跃性的发

展。就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发表重要论述和讲话，并设立精神文明建设领导

机制，根据社会的发展状况和实践情况出台相应的文件和条例，为此后举办的各类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形成常态机制奠定了基础。步入新世纪，一批老的模范人物重回大众视野，他们在 20 世纪所体现的为国为

民、坚韧不拔、甘于奉献、守正创新等精神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消散，反而焕发出新的光彩，受到人民群众

的广泛关注和推崇，以惊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的张海迪、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邓稼先等等。这一

时期产生的道德模范涵盖面十分广泛，有与真理同行的方永刚、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孟二冬等“守望平

凡”的普通知识分子；有抗击“非典”的功臣钟南山、开创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王选等在各自领域做

出突出贡献的模范；也有马背医生李梦桃、信访干部张云泉等基层工作者；还有当代雷锋郭明义，奋力救下

从十楼跌下的两岁女童被网友称颂为“最美妈妈”的吴菊萍等平民英雄；也有重返奥运之巅的中国女排、从
谷底到艺术巅峰的邰丽华等文体工作者……道德模范的职业身份涵盖了大学生、医护人员、教师、军人、运
动员、专业技术人员等各行各业，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友善、勇敢、仁爱、正直、坚强、无私、诚实、奉献等

精神品质。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及各项方针政策的调整，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

民众自主性、参与性明显增强，国家和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相对下降。在媒体、网络等社会力量下产生的

陈瑶，吉卉：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模范评选机制的演进、特征与传承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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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模范，更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赢得群众呼声，更能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示范作用。这一时期所涌现出

来的道德模范，个体的自主性增强，人物本身的自然本性和对个体价值的追求逐步显现，涵盖了文艺体育、
生产劳动、科技创新等多条战线领域，体现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拓创新、无私奉献、拼搏进取的精神

品质。
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多元发展阶段

2012 年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党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成为公民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道德模范评

选的基本价值标准。这一时期，党中央十分重视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就此做出一系列重要论

述和指示，深刻阐明了加强新时代道德建设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4]

201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四届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强调，“要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

模范活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5]。2019 年，针

对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公民道德建设新课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

公民道德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同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6]，感动中国人物、
全国道德模范、时代楷模、大国工匠等评选工作稳步进行，改革先锋、全国脱贫攻坚创新人物、“三八”红旗手

评选、最美奋斗者、最美职工、最美志愿者……新的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层出不穷。党的十八大以来，道德模范

“井喷式”出现，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团结一致、见贤思齐、争做先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响应新时代的号召，全国出现了众多为顺应时代发展“新兴”的道德模范，如为支持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不惜关停生产线的范海涛，“以愚公移山精神生动书写了从‘沙逼人退’到‘人进沙退’的绿色篇章”[7]的八

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职工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等投身国家生态治理建设的道德模范；有着“禾下乘凉梦”的
国家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传递中国声音的百度语音首席架构师贾磊等传递和弘扬创新创业精神的劳动模

范；焊接质量百分百、保障外观上完美无缺的张冬伟，30 年来始终保持着成品率 100%记录的周东红等在平

凡岗位上表现出高度完美技术水准的大国工匠；从事基层群众工作，累计成功化解群众纠纷 2 000 多件的人

民调解员马善祥，投身司法事业 26 年获“改革先锋”称号的邹碧华等投身基层工作的人民公仆……尤其亮

眼的是，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社会各界涌现出了诸多的“90 后”甚至“00 后”青年道德模范。新一代青

年在突如其来的疫情灾难面前，临危不惧、奋勇向前，已经成长为可以肩负重任的青春脊梁，展现了伟大的

抗疫精神，彰显着强烈的时代担当，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生力军。“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臂膀

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的希望。”[8]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多元化发展，道德模范的评选活动也体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出现了许多新

的形式，表现出新的特点。例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全国道德模范评选、
最美人物评选……网络媒体与道德模范的评选活动紧密相连，拓宽了道德模范评选的渠道，打破了道德模

范与人民群众的时空差。这一时期的道德模范呈现出多元立体、富有生命质感的人物形象，体现了对实现个

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现代追求，道德模范的评选活动也成为推动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创举性活动。
2 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模范评选机制的特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战斗力，我国一直无间断地进行着对

道德模范评选机制的探索。无论是在何种社会背景之下，何种社会领域之中，都有道德模范产生，留下了感

人至深的故事。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变革是社会永不褪色的主旋律，道德模范评选机制因为社会的变

迁和时代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
2.1 评选方式时代性增强

道德模范的时代性是指道德模范品质需要符合特定时代的发展要求，顺应当时社会条件的发展。新中

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道德模范评选机制的时代性也随之显著增强。时势造英雄，不仅

道德模范需要因时而定，而且每个时代道德模范的评选方式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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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主客参与互动增强。举行道德模范评选的目的并不只是对道德模范先进行为的遴选和宣传，而是

应该充分发挥道德模范对人民群众的积极引导作用，让道德模范融入社会、影响社会。新时期道德模范产生

机制不再单纯地采用自上而下、人民群众只能看到表彰和被动接受学习的旧评选机制，而是创新发展了能

与人民群众进行全程互动、全程参与的自下向上的评选机制。最具代表性的如全国道德模范的评选，既保持

了评选活动的规模度和影响力，又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投票、提出意见、进行监督。通过呼吁人民群众全

程参与推荐、评选、表彰、宣传道德模范评选活动，能更好地促进道德模范的社会公信力的提升，最终使人民

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想道德教育的熏陶。
其次，视听传播直击人心。对于道德模范形象和事迹的宣传学习有很多的方式，原先最常见的就是领导

人的宣讲通报，或是媒体以讲故事的形式对模范人物的事迹加以宣传，这的确会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我们

在听着、看着这些先进事迹的时候的确也会有些心灵触动，但是难以产生长存人心的力量。为了增强道德模

范对他人的影响力，注重道德模范人物塑造上的设计和优化，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的情景教育手法应运

而生，从单纯地阐述某种大而空的精神道德转变为关注道德模范本身，以模范人物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传达

最真的道德情感。光影流转，颁奖词字字铿锵直击人心，舞台上灯光夺目、庄严绝美，屏幕里讲述声与音乐声

交织，将模范人物们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事迹娓娓道来，意蕴深刻、令人动容。即使是在节目之后，人们回忆起

那些激动人心的片段还是会饱含热泪，或是感动，或是自省，或是敬佩，心情久久无法平复，这些都是不断进

步的道德模范评选方式为我们留下的道德模范的精神形象。
最后，网络媒体活力尽显。道德模范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人人都有成为道德模范的可能。但由于古

今社会一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导致很多我们身边的榜样无法被及时发现，或者未能得到政权机构的

认可。网络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参与道德模范评选的时空限制，使得民意的数据处理更加便捷，因而成

为当前道德模范评选中最为广泛、最为典型的民意反映形式。各种各样的道德模范评选方式都与网络紧密

联系起来，搭建起与普通群众互动的信息桥梁。从刚开始的微博论坛，到现在的快手、抖音等的兴起，许多普

通人的善举和触动人心的事迹多了被发现和宣传的平台。网络是人民群众参与道德模范评选并与模范人物

进行互动的重要渠道。人们可以通过专用的投票邮箱和国内大型网站对道德模范候选人进行网络投票，并

对最终评选结果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无论是哪种类型的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的评选标准、推荐方式、评选

程序、最终结果都会公布在网络媒体上，这使得网络媒体成了模范评选信息发布的重要平台。
2.2 评选标准更为广泛

道德模范的评选不仅仅是一种评选宣传模范人物、模范事迹的方式，更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公民

道德素养、实现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式。道德模范的崇高精神固然令人钦佩，然而平凡的人性才能使人亲

近，只有现实生活中涌现出的活生生的榜样人物才是最有感染力的。
首先，道德模范评选更具全民性。这里的全民性主要是指道德模范的评选，既能顺应社会的发展要求，

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适用范围，符合人民群众的心理预期。因此，我国道德模范的评选范围逐步扩大，先

进典型的来源具有大众性，体现全社会成员所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树立的各类道德模

范都诞生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比如教育行业的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公安行业的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医
疗领域的“白求恩奖章”、建设行业的建设系统行业标兵等等，充分彰显了道德模范的全民化。道德模范的主

体来源实现了从“平面化”向“立体化”、“正统化”向“草根化”的转变。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了道德模范产生的

丰沃土壤，性别、阶层、职业不再成为道德模范评选的限制条件，能够产生广泛影响力的个体和群体，都有成

为道德模范的资格。
其次，道德模范评选更加平民化。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都树立了许多道德模范，如抗日战争时期的赵

一曼、杨靖宇，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黄继光、杨根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邓稼先，他们或者是本职工作

的佼佼者，或是被塑造成“高大全”的社会公德楷模。由于市场经济的到来，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引起社

会阶层的变动，进而产生了多阶文化人格。在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模范的人物形象也从原有的“高大全”向
平民化方向发展，普通民众的占比逐年增多，不但在道德模范取材上更多地关注普通的人民群众，在对模范

人物的塑造和评选过程中，也加入了对历史环境的考察，更能引起社会公众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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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道德模范评选的人物更加立体化。道德模范的人物形象是生动的、鲜活的，除了具有高尚的思想

道德品质，在各自的职业领域也是业务先进者、敬业实干者。其中，政治性是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的首要属性

和鲜明特征。党和政府拥有强大的权威和影响力，因此也会授予道德模范巨大的政治力量，让他们一经产

生，就具有先天的政治优势。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道德模范的评选标准打破了原先高高在上的“指导”形
象，逐步趋向于平凡朴素、鲜活立体的“亲和”形象。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纪以来，个体意识逐步觉醒，社会力

量成为道德模范评选机制中的重要主体，在道德模范评选工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道德模范不再

是高大、完美人物的化身，而是来自于普通大众的真实可触的人，让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最打动人心的

道德追求，彰显最真实的道德行为和道德选择。
2.3 评选流程向制度化发展

制度化是道德模范评选的明显趋势。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不仅可以在道德模范评选的过程中产生方

向指引的效果，也可以规范评选人和被评选人的权利义务，建立良好的管理程序，强化监督管理，使道德模

范评选活动选有所依、选有所信。
首先，评选活动开展推进制度化。全国劳模的评选最初并没有固定的会议名称和举办时间，直到 1989

年才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了全国道德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评选活动，具体的举办时间也是到 1995 年才确

定下来，基本形成五年一次的评选规律。2005 年，为提高劳模公信力，加强民主监督，全国劳动模范评选实行

了“两审三公示”的评选公示制度。之后，感动中国人物和全国道德模范的评选一开始就是以制度化的方式

固定下来，有着明确的评选部门和评选方式，全国道德模范是两年评选一次，感动中国人物是一年评选一

次。此外，关于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的指导思想、主办单位、奖项设立、实施步骤和工作要求也逐步以文件的形

式加以公示，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参加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的时候能有依据。对应相应的制度体系，国家有关部

门和各省市地方也组织开展了“时代楷模”“最美人物”“中国好人”等道德模范评选活动。
其次，评选流程监督管理制度化。21 世纪之前，群众对道德模范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评选流程的

非公开和不透明。想要提高道德模范在社会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最为重要的是保证评选过程中群众的知

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当前，道德模范的评选流程基本做到了遵循民主程序，实现人民群众对道德模范评

选全过程监督的制度化。入围条件更加细化，“将参评人物的道德、素质、能力、业务、贡献等项目要求都进行

了预设和推荐，或预设一票否决的筛选项目，分门别类整理各项基本条件”[9]，通过达标、计分、投票等方式打

造评选综合体系，在对道德模范进行推举的过程中，采用更多的形式和渠道，让人民群众能有更多的途径推

选出他们身边令人钦佩、值得学习的道德模范。
最后，评审资料审核公示制度化。一般来说，经过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的评选和推荐，已经能产生一大批

无论在思想品德，还是在实际行动上都具有较高先进性的候选人，然而最终将这些候选人转变为道德模范，

成为具有道德感召力的领头人物，还需要建立并优化道德模范的筛选、考察、反馈、公示和审查机制。相关部

门要对道德模范候选人的信息严格把关，坚决抵制夸大、虚构、作假等恶劣行径，从源头强力把关，将评选结

果多途径公示，打好群众基础，确保道德模范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3 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模范评选机制的传承

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模范的评选方式、评选标准、评选流程都会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的发展，被赋

予新的价值，呈现更新的变化。但是，不管道德模范的评选形式如何改变，有些东西是深入骨髓、永不更改

的。不难发现，每一次的道德模范的评选活动都有着一样的坚守与传承，凝重而朴素地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时

代思想与情愫，慎重而温柔地肩负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定与繁荣。
3.1 深筑传统文化之根

“道德性”是道德的内在属性，如空气一般无形无色、无法触碰，却也如空气一般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道德”，我国学者将其划分为底线道德和崇高道德两种，底线道德是指人人都可

遵循且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而崇高道德是指很少有人可以达到的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正是因这种稀缺

性，崇尚道德受到社会的推崇，因而也被称为“美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美德”指的是“中华民族优秀

的道德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以及良好的民族习惯的总和”[10]。因此，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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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更高的行为规范，深受中华儿女的尊崇，有的人以此为目标，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权益来向它靠拢。
道德模范是指能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并坚持向德向善的人，他们指引着社会的前进方向，代表着社

会最先进的价值取向。他们是传统的美德和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实现大融合的载体，是自新中国成立以

来社会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相结合的产物。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包含了仁爱孝悌、谦
和好礼、诚实守信、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等先进的思想道德修养，

汇聚形成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价值目标。“中国自古以来重视伦理道德，讲求‘修齐治平’，‘修’指的就是自

身道德修养，以道德模范为标杆，将学习与模仿结合、自省与自律相融、思考与行动统一”[11]，最终形成自觉的

道德品格和道德修养。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锐意

进取、殚精竭虑的杰出人物。每一位中华儿女都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根据时代要求不断吸纳新的力

量，使其永葆青春活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文化最深层的内核就是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下来的重要保证就是价值观自信。始终坚持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是道德模范产生伟大感召力和公信力的基础条件，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就是继承并且吸收了中华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12]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模范评选

的发展历程来看，道德模范的社会面貌、职业形象、知识基础、行为选择等都会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呈现出

动态的变迁和演进，但是道德模范的精神内核没有变。我们在这些模范人物身上依旧可以看出中华儿女崇

高的民族精神：既包括了舍生取义、忠于职守、无私奉献、勤俭节约的老一辈模范的精神，也包括勇于创新、
攻坚克难、团结互助、同舟共济的新时代模范精神。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道德模范的评选始终是对中华优秀

传统思想品格的继承发展，为党和政府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 坚守立德树人之意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13]168 个人品德是主要表现为个体道德认知、道德意识、道德行为遵循社会的

道德原则和要求。个人品德是通过社会的教化和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所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习

惯。在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思想道德建设关乎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和重要内容。从古至今，我们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道德模范，其目的也并不是单独为

了道德模范评选活动本身或是歌颂赞扬某个人物，而是要以道德模范的道德品质、行为习惯来带动全社会

进行效仿，加强公民道德操守的培养，引导人们的道德行为，最终实现国民道德素质的提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社会树立了雷锋、焦裕禄等一大批道德模范，他们的先进事迹深深地感染和影响

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既弘扬了社会的道德正能量，推动了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又促进了国民道德素

质的提高。[14]思想道德建设需要通过道德模范的评选进行阐释、落实、印证和实践。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能够反映整个社会对于道德的期盼和理想，但是作为对于全社会的理论要求和规范秩序，对于个人来说过

于宏观，以至于难以真正领会，所以就需要选拔出道德模范来充当精神载体。道德模范作为活生生的现实中

的人，他们的行为使抽象、静态、隐晦的道德规范得到了具体、动态、鲜活的体现。[15]

道德模范是道德认识与道德行动高度统一的榜样。一方面，道德认识是一种社会意识，作为行为主体的

一种实践理性或实践精神，属于上层建筑。一直以来，道德模范作为社会道德伦理最忠实的践行者，是体现

社会最高的价值目标和主流价值取向的生动教材，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为充分发挥正

确的道德认识的引导作用，道德模范作为有形的道德表率，蕴含了对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和激发个体的主

观动机，更好地实现了正义感和荣誉感扎根于社会。另一方面，社会道德认识的实现在于践行道德行为。道

德只有应用于社会实践，才能得到升华。我们所坚持的对公民的思想道德教育属于主观领域，只有将其见之

于客观，才能体现其意义。道德模范的评选是道德认识产生道德载体的过程，无论何种道德认识，都应根植

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实现道德力量的汇聚和释放。
3.3 开创崇德尚道之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6]172-173 个体道德品质的养成、道德思想的践行，是

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营造热爱、崇尚道德模范的社会环境，是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

重要着力点。现实的社会生活和交往实践必然生成与之相应的道德伦理现象，人类社会不可能脱离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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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而独立自存。[17]换句话来说，人类社会产生道德是必然的，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道德规范，社会生活

的安定祥和也离不开道德建设。
在新中国成立的七十多年里，产生于社会各个领域的道德模范人物和群体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最好的代言人，在他们身上展现出的大无畏的奉献精神，为社会生活增添了别样的色彩。道德模范的精神

内核是对崇高品质的具体展现，引领了追求真善美的社会潮流，指引着中华儿女不断追求更加高尚的道德

目标。人们从对道德模范精神的认知与认同日常生活中的践行，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了知行合一。开展道德模

范评选表彰活动有利于抵制不良恶习，净化社会风气，引领社会潮流，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模范形象

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性的生动展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提供动力支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广泛传播，推动了社会群体的践行，实现了新兴道德模范的生成，为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机

制、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引导公民道德价值观创造良好条件。
道德模范评选给予先进事迹广泛传播的机会和途径，能推动实现人民群众从认识到认同的转变，让人

们在潜移默化中历经思想道德的洗礼。公民的道德教育需要公民个体的自我学习，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教

育和引导。社会是由不同的人组成，人是社会的一部分，没有脱离社会的纯粹的个人。因此，社会是公民进行

道德教育的大课堂，对实现公民道德教育的稳步提升影响深远，通过标榜先进带动社会群体效仿，以道德模

范的高尚道德情操和崇高道德品质引领着社会崇真、向善、爱美的潮流。积极开展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将身

边好人、先进人物、道德模范等评选宣传活动作为灵活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对营造崇尚道德、践行美德的

良好社会氛围十分重要，有利于引导人们遵守社会公德、践行职业道德、传承家庭美德、提升个人品德，传播

健康向上的道德力量，构筑正确的价值导向，树立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气。
3.4 形成动员民心之魂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各种条件准备，又需要有相应的道

德保证，特别是当社会的物质基础达到一定水平时，加强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设就显得更加重要。如今中国踏

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昂首挺胸、步伐坚定地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迈进。但“船到中游浪更急，行到半山路更陡”，此时更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展现出巨大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满信心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

去。因此，评选出更加契合当代中国发展要求的道德模范，有利于建设良好的社会秩序，为迎接各种困难挑

战做好准备；有利于更好地发挥道德模范的引领作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

中，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道德模范评选的最终目标在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18]3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

国精神”明确了新时代中国人应当具备的道德素养的主要内涵。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不同方面，给予公民个人在处理与他人、社会、国家的关

系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当代中国精神的具体体现。对道德模范评选标准的完善和发展，其实是时代对

人民所提出的新要求和为衡量社会和谐稳定制定的新尺度，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助力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健康发展。
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与当前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发展，是新时代中国人理想信念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在奋力踏上新征程的大背景下，中华传统美德作为中华儿女代代相传的优秀文化因子，对人们的

心灵有着天然的启迪作用；作为当代中国人民共同坚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更好地凝聚起中国力量。
在当今国际社会的激烈竞争中，只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个人、国家、社会的“德”在全社会的

培育和践行，才能更好地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伟大中国梦，同时只有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同心同德，为实现共

同梦想而努力奋斗，个人价值也才能得到更好的彰显。道德模范的评选就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到

中国梦的实践当中，更好地体现了中国力量的时代价值。
4 结束语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道德模范评选机制有着不同的侧重点，评选的方式、标准和流程都在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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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逐步走向成熟。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需要将提升公民道德素养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紧

跟时代潮流，回应新时代的新要求，持续推进道德模范评选机制的创新发展，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构

建一个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的道德建设系统，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更坚实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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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heritance of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Moral Model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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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election of moral models, whic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and morality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moral model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hin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moral models are elaborat－
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selection method, selection standard and selection proces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moral models is demonstrated by deep construction of the roo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old
of the intention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to cultivate talents, creation of the realm of reverence for virtue and
morality and the spirit of mobilizing the people’s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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