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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enhance the appropriate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this paper takes Zhuhai study 

tour for Hong Kong and Macao college students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y of 

moral psychology which is more culturally universal.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design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of cultural education. The design scheme mainly includes three modules: (1)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moral circle" through individual contact and "listening 

to stories"; (2) to exaggerate the moral emotion, such as promoting "civilization" in "contempt" and 

stimulating "love and hate" in "anger"; (3) to enhance the "sanctity" of young students' thought, 

namely, motivate them to appreciate the "holy lands" and to follow the "s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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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为更好地提升面向港澳台侨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适切性和效能性，文章基于较具

文化普适性的道德心理相关理论，以港澳大学生珠海游学为例，探究了文化育人实践教学模

式的设计问题。所设计方案主要包括3个模块:通过个体接触和“听故事”来促进民族“道德圈”

的塑建；进行道德情绪的渲染，例如在“鄙视”中弘扬“文明”，在“愤怒”中激发“爱憎”；提升青

年学生的思想“神圣性”——叹“圣地”而化育，仰“圣贤”而思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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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对港澳台侨同胞进行以民族认同和爱国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思想和文化引领，是促进和维

护祖国统一、凝聚海内外力量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之举。随着中国大陆社会经济

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重新崛起，越来越多港澳台侨青年选择到中国大陆高校求学。以适

恰方式开展好其思想教育工作，既可成为我们开展民族统一与复兴工作的重要渠道，也是摆

在我们面前的重要挑战和时代课题。 

思想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但它自古便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

方面和客观存在。虽然西方社会没有使用这一概念，但其基本内容——思想教育、政治教育

和道德教育却一直体现于各种国民（公民）教育中。例如，美国也非常重视民族意识和民族

精神的培育。它主要体现为“爱国的民族精神；乐于进取、勇于创新的民族精神；崇尚个人奋

斗的民族精神”。[1] 161 

在思想教育中进行文化融入的思想，普遍通行于古今中外各种体制与国度。欧美等国在

甚早开展的“文化育德”实践活动中，积淀了丰富的经验。如：高度重视公民政治教育、传播

主流政治文化、加强民族精神教育，注重教育内容的继承性和现实性、教育方法的综合性和

渗透性等。中国传统文化饱含着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及仁爱忠恕、重义轻利等“教

化”思想，“中国传统‘教化’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至上性，注重主体自觉和道德践履，强调

情感欲望和理性精神的统一，坚持贵和持中，坚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坚持率先垂范、以

身作则。这些内容和方法不仅在传统社会发挥着重要的教育作用，而且对当代思想教育仍发

挥着重要作用。”[2] 1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把中国文化融入到港澳台侨学生的思想教育，在文化学习与传承中

推进思想教育的实施，对他们而言具有更高的接受度和更大的适切性；同时，可更好地提升

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认同和传承，在文治教化中启迪他们融会贯通中国文化的精髓，生

发和激扬“知我中华、爱我中华、献身中华”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情感，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他们

乃至周边人员的国民意识和素养，甚而促进港澳台地区的国家认同感、归属感，提升华人华

侨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 

在思想教育的方法上，“西方社会更加注重运用间接的教育方式，采用潜在的、综合的、

广义的教育方法，即通过提出问题、开展活动等方式进行启发诱导、熏陶感染”。[2]71而我们

的港澳台侨学生成长于受西式教育影响较大的地区，他们在中小学阶段均不熟悉、不习惯在

大陆较为传统的直接式、灌输式思想教育模式，故宜把开展中国文化的体验与实践活动，作

为一种蕴含式、嵌入式的港澳台侨大学生思想教育载体。本研究聚焦于从具有文化普适性的

道德心理视阈，探究文化育人实践教学模式的设计，并以组织港澳大学生到珠海进行社会文

化考察游学为例进行阐述。 

2. 模块一：民族“道德圈”的塑建 

“道德圈”（the moral circle）最早由19世纪的历史学家威廉·莱基（William Lecky）提出，

用于衡量人们的道德态度变化。“道德圈”包含着我们认为是重要的、值得关心的人。人们的

道德圈可随着成长而增大：“人类最初降临于世的时候，力量简直微不足道；而道德的作用就

是逆转这一局面——仁慈善心曾经只限于家人，后来圈子逐渐扩张，首先扩张到一个阶级，

然后扩张到一个国家，再后来扩张到国家联盟，之后扩张到全人类。最后，就连我们对动物

的感觉也受其影响。”[3]188 

至少有如下两种途径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扩张我们的道德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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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个体接触 

一群地位平等的人，怀着共同的理想和愿景并一同努力，就有可能逐渐消除偏见，如常

被举例的部队和运动代表队。[3]189具体到中国文化实践活动而言，可首先考虑培育和提升参

与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相应环节的主题活动举例如下。 

（1）活动主题：团队精神 

（2）活动程式： 

a. 在开展实践活动之前，请整个团队中的每位成员勾选最愿意与之合作的人； 

b. 将团队分成若干小组，穿上不同组服（自行设计LOGO）并设计不同的组名和口号等； 

c. 穿插开展时长为2学时左右的若干实践性（对抗性）拓展项目，并在活动快结束的某

个时间节点，再请每人勾选最愿意与之合作的人。 

（3）交流讨论： 

a. 通过参加拓展项目，你是不是对某个原来并不熟悉的人更加了解，从而也更加喜欢或

不喜欢他/她了呢？ 

b. 在共同努力完成项目任务时，你与同伴之间会不会产生分歧呢？你们又是如何控制它

甚至是消除它的呢？ 

c. 在项目结束时，你是对全体成员还是所属小组的成员，产生了更加强烈的亲近感呢？

为什么？ 

（4）活动观测点： 

组员之间是否能产生相互吸引和协作的效用，形成团队“道德圈”。 

2.2 “听故事” 

哲学家玛萨·诺斯鲍姆曾说：故事可帮助儿童对他人产生共情和认同——尽管其观念和身

份可能与儿童自己大相径庭。故事不单可以通过一个个案例来激发同情，还可以引导我们内

省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行为习惯。正如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所说：“通过外国人、探险家或历

史学家的描述来观察所见的世界，可以把你心中毋庸置疑的规范（‘就应该这样做’）变成局

外人的冷静旁观（‘我们现在碰巧这样做’）。”旅行，能开阔视野，也是一种“听故事”的好方

式。[3]189-190对参加珠海文化实践活动的澳门学生来说，可通过游学“故事”来改变他们受限于

澳门的意识格局，形成区域合作的观念乃至民族“道德圈”。相关环节可设计为： 

（1）活动主题：家国情怀 

（2）活动程式： 

a. 到珠海档案馆等处参观，从民生资源、商贸往来、宗族播迁等方面，着重了解珠海与

澳门一衣带水、两地情深的历史渊源。 

b. 参观横琴开发区，在新建设的澳门大学、对澳青年创业谷等实地感受珠海和国家对澳

门在发展资源、政策倾斜等特别支持，引导他们站在区域和国家高度来考虑自身与社会的发

展，在中华民族层面形成更大的“道德圈”。 

（3）交流讨论： 

a. 澳门的发展能与珠海相割裂吗？在哪些方面是难以离开珠海、广东乃至国家支持的？ 

b. 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尤其是在带动珠海的发展中，有哪些独特的优势或突

出的潜力？ 

（4）活动观测点： 

在口头心得或书面感想中，是否较普遍出现了国家（区域）认同感或民族自豪感相关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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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块二：道德情绪的渲染 

情绪可在未经道德判断的情况下，或作为道德判断的结果而激发和驱动我们的道德行为。
[4]114罗津等（Rozin et al.）认为，根据三种不同的道德规范，鄙视、愤怒和厌恶这三种道德情

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鄙视发生在人们违反与公共利益或社会秩序(social hierarchies)相关的社

群规范时。愤怒发生于人们违反禁止伤害他人的自治规范时。厌恶则发生在人们违反了要求

保持纯洁的神性规范时（在非世俗社会中）；在世俗社会中，人们也有关于纯洁的规范，但

他们对这些规范的违反，更多是解释为对本性而不是对神性的违犯。[5]574 

积极心理学者海特（Haidt，2001）认为，直觉与情绪相互交织，道德直觉在道德判断中

处首要地位。[6]18在大学生社会与历史文化游学中，我们恰恰是更多的通过感性直觉来促进理

性认识；就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而言，它更偏重于“以情动人”。“情”包括了情感与情绪。故

在文化实践活动中，可通过在特定情境中的相应活动来渲染情绪，进而达到激发情感、促进

认知、驱动行为之目的。 

3.1 在“鄙视”中弘扬“文明” 

总体而言，港澳地区的社会法纪观念与公序良俗风气，要比好些地方都强。但遗憾的是，

近年来在幕后黑手的煽动和操纵下，先后发生了港独分子占中、港独议员辱华等极端事件。

这不仅在情感上让“亲者痛、仇者快”，更是在客观上影响了香港的国际形象、冲击了香港的

经济发展，最终损害的是香港的治理秩序和居民的切身利益；故而受到了包括绝大多数香港

居民在内的一致讨伐。为了更好地激起港澳青年对“反中乱港”的暴民行为的鄙夷之情，可在

文化实践活动中设计如下环节： 

（1）活动主题：践行“文明” 

（2）活动程式： 

a. 参观港珠澳大桥，在海空飘渺中感受大桥的磅礴与交通的便捷，畅想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与发展的美好蓝图。 

b. 观看经整理制作的港独相关视频，倾听各界爱港爱国人士对反中乱港行为的愤慨。 

（3）交流讨论： 

a. 港澳的发展和良好的秩序需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与支撑？ 

b. 对于哪些一边打着民主自由旗号、一边收受黑金的港独分子，我们应如何识别他们的

真正动机和真实面目？ 

（4）活动观测点： 

在口头心得或书面感想中，是否较普遍的出现了对反国乱港、损害香港利益的假民主、

真私利、拿黑金的乱港分子的鄙夷之情。 

3.2 在“愤怒”中激发“爱憎” 

当人们不善合作或为侵占资源时，便把他人视为是低等或不值尊重的。在强调平等的社

会中，这是一种伤害。不仅受伤害者会感到愤怒，观察到侵犯行为的第三者也会感到愤怒；

尽管有时受害者本身会消极、不在乎、健忘乃至已经死亡。同情受害者或维护规则的人会因

实施报复而付出代价，故这在动物界中极为罕见，但在人类中却是相当普遍，正如PETA为保

护动物而施行的干涉行动。[4]130 

因人们会尽量避免招致他人的愤恨，故愤怒在客观上促进了人们的良好行为。这种善行

可以简单地用为了自身利益来作解释。但重要的一点是，愤怒还能激发不仅仅是为了自身利

益的善行。Fehr &Fischbacher通过实验发现，第三方观察者会对在囚徒困境中的叛变者给予

惩罚。其中的动机，并非简单地为了自身利益，而更多是为了纠正不公。在该实例中，动机

好像更具有道德适当性。因此，愤怒显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而服务于对道德行为的激发。[7]63

在港澳学生文化实践活动中，可设计如下环节来激发他们的善恶鉴别与分明的爱憎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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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动主题：爱憎分明 

（2）活动程式： 

a. 到珠海淇澳岛参观白石街，重忆当年鸦片贩子及殖民侵略者对我国人民带来的沉重灾

难；缅怀岛上村民在1833年英勇战胜外国侵略者并迫其赔偿白银三千两的伟大壮举。[8]250 

b. 参观在日军机场旧址上修建而成的珠海机场（含航展视频）及航空工业城，感受城市

发展与国力崛起的振奋与自豪。 

c. 到机场附近的万人坟、日军慰安所遗址、“慰灵”石刻等地，恸忆日军为切断中国南海

交通线，入侵三灶岛，建立日本海军第六航空基地并将三灶变成“人间地狱”的血泪史。 

（3）交流讨论： 

a. 在悲惨的历史中，你觉得最可爱和最可恨的分别是哪些人呢？ 

b. 同样的人民群众，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力中，其命运是一样的吗？今天的安定和繁荣，

得依靠什么来作保障呢？ 

（4）活动观测点： 

许多港澳青年都在珠海等地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在如上情景体验中，能否点燃他们的“家

仇国恨”？在此基础上，能否将质朴的爱恨之情升华为民族复兴使命与文明竞争意识？ 

4. 模块三：提升思想“神圣性” 

人的社会空间包括了亲密性、社会性（等级）和神圣性三个维度；一旦失去对神圣的追

求，个体的世界便会因窄化而变得贫乏。与某种“道德圈”的人保持亲密性，是人们最朴素和

最普遍的一种追求；同时，大多数人也会积极追求与社会声誉、社会阶层等相关的社会性。

而对理想、信仰等神圣性的追求，则相对较为高远，需要一定的事物或事件来触发和升华。 

当人们面对庞然大物或伟大理论等巨物时，会自感渺小，产生敬畏感、仰慕感和提升感；

敬畏会打开我们的心门，从而产生创造改变的契机。[9]198-215由此，神圣感的产生和对神圣性

的向往，其激发源既可以是一个伟大的地方，也可以是一个神圣的作品，还可以是一个伟大

的人物，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文化实践活动中可加以运用的场域和元素。基于此，可以既

基于文化认同，更着眼于文化熏陶，充分利用我们撼人的自然“圣地”和鲜活的历史“圣贤”来

启迪、拓展我们青年学子的思想圣域。 

4.1 叹“圣地”而化育 

每个人都有其特别的“圣地”，如出生地、第一次恋爱的地方、第一次造访的异域等。[9]205

其之所以为“圣”，关键在于个体把它与过往生涯中的特殊时期或重要事件紧密关联了起来，

抑或是因其强烈的新异感观而激发了思想的震撼和灵魂的触动；这似如我们有时体验到的那

种被吓着、被震住后而陷入沉思的感觉。 

对团队性实践活动而言，出生、恋爱等纯属个性化的地方不便被设计运用，但可以设法

挑选一些能产生较强烈的感观冲击的“异域”来化育我们的思想、提升我们的情操。 

（1）活动主题：激荡心灵 

（2）活动程式： 

a. 组织前往有迷你马尔代夫美誉的珠海外伶仃岛。上岛前，在伶仃洋海域引导学生观览

伶仃洋海域的壮阔波澜；在静观中畅想，打开年青的心扉，感受自然的磅礴。 

b. 在孤悬海外的海岛上行走栈道时，瞻仰由毛主席亲笔抄录的“摩崖石刻”《过零丁洋》；

同时，由带队老师在研修史料的基础上给学生讲述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生平和壮举，在情景教

学中领略沧海桑田。 

c. 登海岛主峰，赏“雾海仙槎”，即石景公园内的嶙峋奇石（海豹石、巨鲸石、雄鸡石、

阴阳石等），感叹大自然之鬼斧神工。 

（3）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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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们已习惯了在繁华拥挤的澳门岛生活，当来到这片浩瀚无垠的伶仃洋海域及孤悬海

外的外伶仃岛上时，有什么感触和体验吗？ 

b. 来之前，有什么事情让你难于释怀、困扰不已的吗？此情此景下，你对它的“执念”有

什么变化吗？ 

c. 你最近关注的社会或经济现象是什么？从澳门一隅的视野看它，和从更广阔的视阈来

看待，你的观念和理解会有一些不同吗？ 

（4）活动观测点： 

a. 从讨论中体味他们能否在“异域”中开阔视野，激荡心灵，提升“神性”； 

b. 在广阔无束的环境中，在个人和社会层面，考虑问题会否更加全面、豁达和高远？ 

4.2 仰“圣贤”而思齐 

不管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还是苏格拉底，都非常强调树立道德榜样的重要性；而且

应尽可能引导学生做出合乎道德的、高尚的行为来。以关怀伦理学为基础的教育模式,以过程

为导向，也很注重榜样、对话、实践和认可。[10]170在著名的华盛顿礼仪规则中，同样也包括

了“榜样比规则更具说服力”。[11]5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组织青年学生回溯历史，缅怀先贤的方

式，引导和促使他们心存敬畏、由心仰慕。 

历史上，珠海和澳门同属“香山”；特殊的地缘关系造就了两地一衣带水、同根同源的亲

缘关系。因此，可挑选一些在珠澳两地均有较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先贤，用他们的生平经历

和鲜活轶事来折服、撼动和感染我们的澳门青年学子。活动设计举例如下。 

（1）活动主题：见贤思齐 

（2）活动程式： 

在于2006年同被认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陈芳家宅、陈氏大宗祠、梅溪牌坊和陈

芳家族墓等地，瞻仰乐善好施，被誉为百老汇不朽传奇、夏威夷“商界王子”的先贤陈芳。
[12]139-146 

a. 参观陈芳家宅，详细了解陈芳的生平传奇及其宅院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 

b. 参观梅溪牌坊，根据西“乐善好施”坊，东“急公好义”坊等，了解清廷赐造四座牌坊所

表达的陈芳及家人的善举。 

c. 参观梅溪陈氏大宗祠（含梅溪大庙和乡约1），并着重对“乡约”进行了解和思考。 

（3）交流讨论： 

a. 陈芳为什么坚持要把家乡的花木移植到夏威夷？为什么始终保留着辫子？你觉得陈

芳亦商亦官、亦华亦洋，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b. 你觉得梅溪牌坊为什么能在文革中被保存了下来呢？结合陈芳的善举，这对我们有什

么启发呢？ 

c. 你知道“乡约”是干什么的地方吗？它有什么积极的现实功能和借鉴意义？陈芳“富二

代”后人身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品质？ 

（4）活动观测点： 

a. 对陈芳的成长发迹与政商成就，尤其是其在夏威夷的王室争夺战中带领华人两次平息

叛乱，以及回归家乡后所做的种种善事，有无由衷的感叹和敬仰情愫。 

b. 作为当代青年，对自身的生涯成长与社会担当，能否进行更多、更深的思考和立志。 

5. 结束语 

对中国文化融入思想教育开展探究和实践，有助于港澳台侨大学生思想教育的载体创新、

方法改进和价值拓展，从而更好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旨，并

 
1乡约是当年梅溪村民集会、制订村规民约、教育子弟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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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在港、澳等地区开展国民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就本文而言，尚有几个需

要注意和有待完善的地方。 

其一，好的方案离不开人去执行，因此，作为文化实践活动的指导者，老师自身综合文

化与教育素养对活动的成功异常重要。带队老师应努力积淀和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正如马

克思所言：“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

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13]247 

其二，在带领青年学子进行文化考察实践时，应提醒他们辩证看待传统文化与历史名人

中的各种“成分”，既要善于学习，也不盲目吸收。毕竟，任何文化与人物均无法超越历史。

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4]99 

其三，在道德心理视阈下所进行的中国文化实践育人模式探索，尽管有一定的理论依据

和科学性与操作性，但其效果究竟如何，还有待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其中包括了师资、资源

和测评工具的开发等，这些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开展相关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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