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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慈善意识培养与校园慈善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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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2) 

[摘 要]公民慈善意识是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深层次因素，是道德基于感性基础上的理性升华。 

青少年处于慈善价值观的形成和塑造时期，慈善意识的培养可以促进青少年道德人格的养成，为 

全民慈善意识培育奠定基础，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社会价值理念。但当前青少年慈善 

意识的现状和学校对青少年慈善意识教育的现状都相对比较薄弱。因此，作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 

重地，学校应将慈善意识培养引入学校道德教育的课堂，并同时加强校园慈善文化建设，构建良 

好的慈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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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善良的民族，有着悠久的慈善传统， 

但当下中国人的慈善意识和慈善行动与世界上慈善 

事业发达的国家相距甚远。意识是行为的先导，事 

物的发展与人们的主观意识密切相关，所以慈善事 

业的发展与公民的慈善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 

国，基于宗教的、教育的、历史及社会文化基础上 

的社会，公民的慈善意识是非常浓厚的，无怪乎美 

国是世界上慈善文化最发达的国家。而当前我国慈 

善事业发展的瓶颈就是人们的慈善意识比较淡薄， 

究其原因不仅有政治制度的、传统文化的、法律政 

策等因素，学校教育也难辞其咎。青少年是祖国的 

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又处于价值观的形成和塑造时 

期。学校是青少年接受道德教育的重地，对青少年 

慈善意识的培养可以促使其健康人格的成长与完 

善，为全社会公民慈善意识的提高奠定基础，慈善 

意识教育进课堂与校园慈善文化建设迫在眉睫。 

一

、 慈善意识是道德基于感性基础上的理 

性升华 

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日 

益凸显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力建设的背景下， 

“慈善”已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与之相关的 

话题频繁见诸报端，慈善问题也成为了学术研究的 
一

大热点。“慈善”从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内涵。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慈善是社会财富的转移和再 

分配；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慈善是社会保障的有益 

补充；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慈善是对公平正义、人 

格尊严的追求。而从道德伦理的角度看，慈善是人 

类共同的道德事业，源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关爱， 

体现了对人的敬畏与尊重，彰显了是对人的德性的 

升华和完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从某种 

意义上说，发展慈善事业的动力是建立在慈善主体 

崇高的慈善价值追求之上的德性，“慈善”本身就是 
一

种高尚的道德境界，是对人优良品性的高度评价。 

慈善本质上属于道德范畴，慈善意识是一种价值观 

念，是指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对慈善的了解、认识、 

判断和感知能力从而激起慈善行为的价值观念和行 

为态度。慈善意识对慈善事业起着道德支撑的作用， 

只有树立现代正确的慈善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一种 

崇尚慈善的氛围，才能促进慈善事业快速发展。 

首先，慈善源于人类情感深处的同情与关爱。 

“人之初，性本善”，慈善源于人性的自然情感，是 

人类善良本性的显现。《词源》中对 “慈”的释义为 

“爱”，“善”是心地品质善良。《科学发展观百科辞 

典》中将慈善意识定义为：“出自对人类的普遍的爱， 

而产生的捐款捐物给需要的人的自觉心理反应。” 

所以，慈善就是同情、关怀、仁爱的爱心，并付诸 

“乐善好施”的行动。同情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一 

种身临其境的感同身受。情感论的倡导者休谟认为， 

“人性中任何性质在它的本身和它的结果两方面都 

最为引人注 目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同情别人的那种 

倾向” 。亚当 ·斯密认为，“同情是指一个人作 

为旁观者，看到他人产生某种激情，会进而观察产 

生激情的当事人所身处的情境，并通过想象设身处 

地于当事人的情境中，而产生出某种与当事人类似 

的激情或情感的过程” 。叔本华认为，同情 “是 

将他人作为一个自由主体和自我之目的来尊重所体 

现出的纯粹道德倾向” 。西方哲人们对同情的阐 

释与中国儒家孟子所讲的 “恻隐之心”是一一样的， 

“恻隐之心”即同情之心，这正是 “仁”的开端， 

也是做善事的内在动力。康德也曾说过，“出于对人 

们的爱和同情的好意对他们行善，或是出于对秩序 

的爱而主持正义，这是非常好的。” 同情心是人最 

基本的道德情感，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最简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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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本能特征之一，同时又是在社会活动中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社会性情感，具有伦理性。正是对他 

人痛苦的同情和怜悯，人才能爱人，才会产生扶危 

济困之行动，慈善事业才得以发展。 

其次，慈善的动机是出于道德责任。仅仅依靠 

短暂的同情这种感性道德冲动无法完成道德的使 

命、，由同情心引起的乐善好施的行为也有赖于慈善 

双方对彼此关系的正确认识和对权利责任意识的觉 

醒。“道德责任是指我们对自己已经做出的行为或我 

们的品格所负有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存在与否，决 

定了我们是否应该受到谴责或称赞。” 责任和义务 

总是被作为同一意思或近义词来使用，细致地区分 

来 看 ，责 任和义务有 所 区别 ，所 以道德 责任 

(responsibility)不同于道德义务(obligation)， 

前者是自我主观要求，后者是客观必须。义务论的 

倡导者康德认为，“道德行为动机只能来 自于具有普 

遍必然性的实践原则，而不能产生于任何情感体验 

和经验事实” 。责任 “所包含的道德强制力和道 

德理性，是所有道德规范中最多的，也是社会的道 

德要求和个人道德信念结合得最紧密的。从这个意 

义上说，是处于最高层次的道德规范” 。道德责 

任是人实现自我和完善 自我的一种价值诉求，因为 

“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 

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 

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 

的联系而产生的。” 这与康德说的是一致的：“量 

力而行善是一种义务，不论我们爱他人与否，并不 

会使这一义务丧失任何意义。” 这种道德责任也 

说明了作为群居动物的人，互助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任何单个人离开了社会群体，无法独立生存。与之 

相应，慈善的动机也是一种感性与理性的结合。“责 

任是慈善的基础，慈善是一种道义责任和社会责任， 

是基于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是发 白内心的爱的表 

达和真情的流露。慈善的责任是爱的理性升华，是 

爱心的延展和深化” 。由此，人们把爱的表达从 

同情怜悯升华为一种道德义务，从而让善举从感性 

的行为上升为理性的行为，从个别行为走向普遍行 

为，从偶然之举转化为一种 日常的生活方式。作为 

慈善主体，慈善行为不是恩赐和施舍，而是一种高 

尚的道德体验，是 自我社会价值的体现，是对他人 

和社会应尽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作为慈善客体，接 

受别人的善意和善举不是低人一等，而是社会公平 

正义的体现，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享有的正当权益。 

再次，慈善的个人价值 目标是人格的完善。英 

国现代化理论专家英格尔斯认为 “国家落后也是一 

种人格素质的落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 

之一，是民族成员人格素养的全面提升。马克思曾 

讲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人类历史的进步无非是对 

人性的不断改造而已。”现代公民意识的自觉性，涉 

及公民对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对个体与他人、个体 

与群体关系的全面发展，也是公民成熟、主动行使 

权利、履行义务的表现。慈善意识是一种超越血缘、 

种族、文化的对社会共同体的自觉关照，也是构成 

公民完善人格的重要部分。慈善的价值和意义并不 

在于一个人捐款的多少，其深层意义在于对慈善理 

念的追求和道德品格的实践，它为有爱心的人提供 

了一个奉献的平台，也是一次提高和展示自身道德 

人格的机会，这才是慈善的真谛。 

二、青少年慈善意识培养的意义及现状 

教育的本质是人格的完善，其核心是道德人格 

的健全，最终 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青少年是祖国 

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 

国家和个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道德实践， 

青少年慈善意识的培养尤为重要，主要是基于对青 

少年自身人格塑造和良性社会观念的养成来考虑。 

首先，慈善意识的培养有助于青少年完善人格 

的塑造。处在 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青 

少年，是社会文明的学习者和传播者。作为祖国的 

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少年慈善意识的激发必将为 

中国慈善事业注入新的活力。青少年是推动慈善事 

业的强大后备军，通过对参与慈善活动，可以让青 

少年感受爱心、培养责任感，最终成长为具有历史 

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同时这是 
一 个心灵净化的过程和价值引导的过程，让他们懂 

得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群去付出他们的爱以如何 

去付出他们的爱。培养青少年良好的慈善价值观可 

以促进其人格的健全和成长，进而可以为全民慈善 

意识培育奠定基础。通过慈善意识的培养，可以提 

高青少年对社会的服务意识和奉献意识，引导其拥 

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其完善的道德人格 

和 良好的道德素养。 

其次，青少年慈善意识的培养有助于社会慈善 

观念的提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社会转型期也是矛 

盾多发期，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社会上拜金主 

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崇拜以及整个社会道 

德水准的普遍下降。诸如 “扶不起的老人”之类的 

话题屡屡见诸报端，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青少年 

也不同程度出现了“社会冷漠病”。发展心理学的研 

究表明，青少年时期是培养行为习惯和树立价值观 

的关键期，比尔盖茨在与北大学生交流时说：“在中 

国经济如此成功的今天，年轻人的价值观将发挥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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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伴随社会发展，慈善事业必须能够让大 

家都享受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年轻人可以在 

其中发挥最大的作用。”通过慈善意识的培养，激发 

青少年潜在的对他人的关爱之心，有利于和谐社会 

的构建与社会整体文明的提高。 

当下中国青少年慈善意识培养的现状如何?需 

要关注两个方面的现状，一是青少年慈善意识的现 

状，二是学校慈善意识培育的现状。首先，来看一 

下青少年慈善意识的现状。目前对大学生、青少年 

参与社会慈善状况的调查的分析表明，青少年慈善 

观念薄弱，慈善热情不足。很少人有经常性地参与 

慈善活动，只有碰到重大社会事件才去参与，慈善 

方式以单一地捐赠钱物为主，并且慈善动机复杂多 

样，有调查显示，57．4％的大学生表现为利己性利他 

动机，63．2％的大学生表现为利他性利他动机 。 

受到社会整体功利主义的影响，虽然多数大学生都 

参与过慈善这种利他行为，但一半以上学生的慈善 

动机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当然出现这种状况的原 

因是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比如青少年慈善知识的 

缺乏，对慈善的性质、国家的慈善政策、有关慈善 

的法律法规知之甚少，甚至对慈善存在误解；慈善 

意愿薄弱受收入状况、捐赠方式、慈善组织公信力 

等客观因素和感恩意识、责任意识不够等主观因素 

的影响。其次，学校在青少年慈善意识培育方面相 

对缺位。重新思考我国慈善观念滞后、公民慈善意 

识淡薄的原因，纵然有法制、环境、组织等方面的 

问题和原因，但慈善意识教育的缺位是更为根本的 

问题。目前在我国学校教育体系中还没有专门的慈 

善文化教育体系，学生成长体系中并无慈善文化培 

养体系。作为道德教育的一部分，慈善意识培养在 

学校德育中也处于隐性教育的一个角落。学校的慈 

善意识教育仍处在 “做一个报告”、“开一个会议” 

这种不定期、不系统、不规范的白发发展阶段，缺 

乏科学合理的慈善教育培养体系，不仅直接影响学 

生对必要的慈善文化知识的系统把握和慈善意识的 

养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进程 。 

三、青少年慈善意识培养与校园慈善文化 

建设 

民政部发布的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 

(2011—2015年)》指出：“加强慈善学科建设，制 

定慈善教育计划，指导学校在德育课程中培育慈善 

意识，弘扬慈善行为，并纳入学生素质评估中。”一 

个社会要能够使人们成为具有慈善人格的公民，重 

要的也是关键的措施就是进行慈善责任意识教育。 

所谓慈善责任意识教育就是有组织有计划和有目的 

的对行为者进行思想、政治、道德多方面施加影响 

的教育过程，培育慈善责任主体。“学校不是慈善机 

构，但它应当是培养慈善心肠的沃土。”学校教育在 

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未来人格的走向，从而影 

响到未来社会的道德风尚。青少年获取知识以及世 

界观形成持续最长的时间是在学校度过，学校应是 

青少年学习、获得系统的慈善知识、接受慈善理念 

教育、养成高尚慈善道德的主要渠道。 

首先，要将慈善意识教育引进德育课堂。无论 

是慈善理论教育还是慈善实践教育，都有其自身的 

发展规律可循，遵循一定的规律进行教育模式的创 

新。教育需要载体，学校是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最主 

要、最重要的场所，只有把现代慈善素养培养的任 

务明确纳入现行教育目标体系中，才能有系统、有 

计划、科学、有效地付诸实施。在西方发达国家， 

由于具有悠久的慈善传统和成熟的教育机制，已经 

形成了一种全民慈善的良好氛围。哈佛商学院的学 

生们上的第一堂课是商业伦理学，这些未来的企业 

家们从第一堂课就需要学习企业家如何出色地服务 

和回报社会。我们有必要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大中 

小学教材中增加慈善历史及相关知识的普及。要进 

行慈善教育内容设置，高质量的慈善教育内容是慈 

善意识教育成功的基础。慈善意识是体现的核心是 

爱与责任，慈善文化的核心是 “利他主义价值观”， 

因此应当培养青少年基本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要求， 

要进行爱心意识、利他主义、感恩意识和责任意识 

教育。加强慈善仁爱的理念教育，使得青少年学生 

从小就树立仁爱意识，认识到乐善好施是美好品德， 

使慈善理念成为每个公民的内在要求，为树立慈善 

仁爱的意识和公民完善人格奠定基础。以高效课程 

为例，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如 《思想道德修养和 

法律基础》中增加有关慈善的历史、慈善的现状、 

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慈善组织概论等方面内容， 

提高大学生的慈善认知能力，让他们了解慈善的责 

任和使命，为他们将来发挥慈善主体的作用打下坚 

实的基础。 

其次，要加大校园慈善文化建设力度。校园文 

化是一个学校特有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是在校 

园这样一个空间里，以学生为主体，以课外活动为 

主要形式，体现校园精神的一种群体文化。校园文 

化具有明显的德育功效，具有明显的认识导向和价 

值导向功能，是对青少年进行公民精神教育的理想 

途径。它在培养人、塑造人、转化人、发展人、完 

善人的作用与德育本质是一致的，它可以引导学生 

塑造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升华学生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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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校园慈善文化建设是学校开展慈善文化，普及、 

传承并弘扬慈善理念的各项校园活动，旨在引导学 

生的慈善观念，培养学生的慈善品格，引导学生的 

慈善行为。作为道德教育的第二课堂，学校应尽可 

能多地为学生提供实践慈善理念的平台，多开展各 

种慈善公益活动，利用宣传与鼓励的方式，营造校 

园慈善文化氛围，促进校园慈善文化建设。第一， 

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个体的道德实践。慈 

善意识教育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它源于人们物质生 

活过程中的社会交往活动，因此应当在社会实践中 

历练并养成人的慈善品格。应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 

践机会，做到知行合一。要实行多样化的实践活动， 

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及志愿者活动，让青少年学生体 

验到关爱他人、奉献自己一份力量的幸福感，以及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感恩意 

识，提升社会责任感。应该摒弃以往的形式化、突 

击式的活动方式，应做到经常化、普遍化和规范化。 

第二，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从精神方面来看， 

慈善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得心灵的慰藉和 自我价值的 

实现，而且可以使他们获得他人与社会的广泛尊重 

和信任，降低他们人际交往的成本，改善他们的人 

际关系。大学生在慈善活动中获得精神回报既要通 

过个人评价和社会评价来实现，也要利用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标准来引导。总之，青少年群体作为未来 

慈善事业的重要主体之一，其慈善意识培养具有时 

代性和必要性。要多层次全方位，从课程体系的设 

置，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从各个渠道宣传现代慈善 

理念，营造良好的慈善氛围，培养其强烈的慈善意 

识，为个人道德人格的塑造和社会主义和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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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on teenagers’charitable consciousness and construction on 

campus charity culture 

CHEN Dong—li 

(School of Marxism，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Civil charity consciousness is the deep factor of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y．and is rational 

sublimation based on perceptual mora1．Adolescents are in the period of the formation and shaping for chanty value 

Charitable consciousness training can promote the form ation of teenagers’moral personality，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haritable consciousness cultivation，and provide the good social value concept for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But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 in cmTent youth chafftable consciousness and education on teenagers 

charitable consciousness is relatively weak．Therefore，as the important place for teenagers’moral education school 

should introduce charity culture into moral education class，and at the same time，should s~engthen the campus 

char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build good charity education system． 

Key words：teenager： charity cOnsciOusness： campus charity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