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孙志青）在 10 月 13 日至 14

日举行的第四届“外教社杯”全国英语教学大赛

上海赛区比赛中，我校外国语学院青年教师范

懿明、杨卉一路过关斩将，经过复赛和决赛的激

烈角逐，最终分获二等奖、三等奖。

经过了前 3 届大赛的洗礼，本年度“外教社

杯”大学英语组的比赛呈现出了赛制更加严谨、

竞争更加激烈的态势。我校两位青年教师凭借

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亲切自然的互动和积极的

教学效果，分别以第 3 名和第 5 名的成绩挺进

决赛。

决赛比赛中，要求每位选手根据给定的材料

进行 10 分钟的说课，内容包含对教学过程的独

特设计以及自己的教学理念。两位青年教师沉

着应战，灵活应变，在 10 分钟的说课和 5 分钟的

提问时间里展示了优秀的理解能力、思辨能力

和表达能力，获得专家评委的一致认可。

本次大赛由教育部高等院校外语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院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共有

来自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市 15 个高校的 32

名优秀教师参赛。

教苑与学子 2013年 10月 15日

礼仪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的

外在表现，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文明形象的标志。我

国素以“礼仪之邦”享誉世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

尚礼仪，重视修身，追求知书达礼，讲究待人以礼。两千

多年前，孔子就告诉其弟子“不学礼，无以立”。《劝学》

云：“礼者 ,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联合国科

教卫生组织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关于未来全球教育

问题的报告中说：“21 世纪人才培养的标准是让学生学

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共处”。其中“学会做

人”和“学会共处”都离不开学生良好的礼仪素养。

文明礼仪是建设和谐校园、塑造学校形象的重要

手段。文明礼仪是立德树人的需要，是和谐校园的基

石。《论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

后君子。”文明礼仪不仅反映我们每个人的思想觉悟、

道德修养、精神面貌和文化教养，而且代表一个学院、

一所高校的对外形象。只有学校的每位师生员工谈吐

高雅、举止得体、仪表端庄、仪态大方，才能塑造我校良

好的外在形象，推动学校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文明礼仪是人生道路上的通行证。《礼记》云：“人

无礼，则手足无所措也”，“人无礼不往，事无礼不成，国

家无礼不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仪自古以来

就是君子修身养性之道、做人成人之途。当代大学生肩

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礼仪教育是培养大学

生道德素质的起点，是提高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交际

能力的途径。良好的文明礼仪素养，能够为大学生成人

成才、实现梦想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们特向全体同学发出讲礼仪、做文明学子的倡

议：

一、明德修身，明事明理；

二、尊敬师长，礼让同窗；

三、仪表端庄，仪态大方；

四、谈吐高雅，举止得体；

五、友爱同学，文质彬彬；

六、作息规律，上课守纪；

七、勤俭朴素，厉行节约；

八、相互尊重，寝室和谐；

九、遵守秩序，礼貌就餐；

十、奉献为荣，热心公益；

十一、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十二、以学为本，以校为荣。

党委宣传部（文明办）、党委学工部、团委

“上课！”“起立！”

“同学们好！”“老师好！”

“同学们请坐！”

上学期以来，这个如今在高校已鲜见出现的

课堂礼仪在学校部分班级重拾，并迅速得到同

学们的热议和支持。

陈老师是人文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一

名老师，当她如往常一样准时来到教室准备讲

课时，同学们的起立问好，在她诧异之余，更多

是欣喜和赞许。谈起这样的礼仪，陈老师点头称

好，她说：“上课礼的进行在一方面是对学生们

的提醒，使大家能够尽快调整好状态，将注意力

集中到课堂上。另一方面，师生相互问好也可以

促进老师与同学们之间的交流沟通。”现在，陈

老师在每次上课前都会与同学坚持这样的上课

礼仪。

同学们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起立问好的课堂

礼仪。王同学说：“这样的举措很不错，可以帮助

我们把思想和精力集中起来，为听课做好精神

准备。”小张同学是一名班长，现在，每节课前他

都喊“起立”，他表示支持这样的上课礼仪：“准

备好笔记本等上课必备文具和书籍、讲义等，安

静端坐，恭候老师的到来，是对老师最起码的尊

重。”一些大三大四的同学说：“已经有好几年都

没有在课堂上起立问好了，老师一踏进

教室门走上讲台，看到和听到我们的起

立与问好，就会感受到这种肃穆气氛，师

生的情感也因为这种礼仪的高尚感而升

华，同时师生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彼此

间的情谊，整个课堂的授课也会令人倍

觉温馨。”

作为中国礼仪文化研究院专家团队

成员的我校张自慧教授认为：礼仪文化

注重“德为本、礼为先、行为重”，传统礼

仪与现代文明相融合、优秀民族传统文

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这是

中华礼仪文化建设的现代要求。不矜细行，终累

大德。礼仪是提高大学生道德修养的切入点，是

大学生成人成才的基础。做人从礼仪开始，课堂

文明从起立开始，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人文学院院长刘红军教授说道：“课堂礼仪

有助于改善学生上课的精神状态，调动同学们

听课的热情；同时，明礼才能修身，实施课堂礼

仪，其意义在于以小见大，将文明礼仪贯彻在学

生的举手投足之中，使其养成良好的习惯，为将

来走上社会打下基础。”

记者手记：

礼貌礼仪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修

养。上课时起立，师生互道问候，做好课前准备，

既是上好一节课的良好开端，又表达了对师长

的尊敬，下课时起立，师生互道再见，让老师先

行。这样的课堂礼仪，其意义不止于在培养同学

们尊师重道的精神。作为一名高校学生，在学习

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更要学会如何做人。课

堂礼仪是做人的一部分，也是我们“修身”的开

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礼仪文化，将仁义礼智信

落实到生活的每个角落，需要我们从小处入手，

不断优化师生形象，美化校园交流环境，外塑学

校礼仪文明形象，内促师生文明素质提升。

（学生记者 汤培文）

本报讯（通讯员 姜超）近日，学校在奉贤校

区召开市场营销、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社会工

作、文化产业管理、环境工程和网络工程 6 个本

科专业达标评估专家评审会。副校长叶银忠出

席评审会。评审专家来自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

学、上海大学和上海商学院等高校，在认真听取

了各专业负责人汇报、查看教学材料、走访师生

及管理人员、查看教学现场和实验室、现场听课

等方式的基础上，专家组对参评专业在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特色亮点给予肯定，并提

出了宝贵的建议。

同时，专家组还对我校包括《材料性能》

在内的 15 门 2011 年度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

进行结题验收。专家组通过听取课程负责人

汇报和查阅相关课程教学资料、对课程建设

的目标完成情况、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果和

效果、建设经费的使用情况等方面进行检查，

评定我校 15 门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全部完

成了预期建设目标，达到上海市教委的建设

要求。

本 报 讯

（通讯员 王青

武 田 艳 ) 近

日，在第四届

全国高等院校

“广联达杯”工

程项目管理沙

盘模拟大赛的

总决赛中，我

校工程管理专

业柯翔西老师

指 导 的 彭 子

超、姚佳杰、王杰、王波和张新宇 5 位同学组队首次参赛，经过长

达 7 小时的激烈角逐，喜获沙盘模拟大赛总决赛综合项目管理奖

特等奖，项目策划奖一等奖，项目执行奖一等奖，总评本科组第一

的佳绩。

本届大赛由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主办、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承办，在西安和重庆南北两个赛区同时举办，全国各地共有

400 多所高等院校参赛。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琳） 近日，第五届“知行杯”上海市

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决赛在同济大学举行，我校社会实践团队再

获佳绩，共获得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各一项。

在决赛答辩之前，我校三个团队在指导老师的悉心指导下，

查漏补缺，做了充分准备。经过不懈努力，校团委“学生自主管理

现状及其效用调研———以上海、厦门、台湾部分高校为例”项目团

队，立足我校学生自主管理基础，在相关高校对学生自主管理意

识、高校学生自主管理组织满意度等方面开展广泛调研，最终获

得二等奖；材料学院的“绿色燃料电池———驱动世界转动的力量”

团队、工创学院的“多功能智能门锁的设计与开发”团队分获三

等奖、优胜奖。（下转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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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文明学子，从起立开始

一批专业和重点课程通过专家组评审

三个团队在“知行杯”赛上获佳绩

“广联达”杯载誉归

教师在英语教学大赛中喜获奖项

本报讯（通讯员 李建民 陈惠芬）近日，中国

冶金教育学会公布了全国“冶金优秀教材”的评

奖结果，我校材料学院教师主编或参编的多部

教材获奖：由徐春教授主编的《金属塑性成形理

论》荣获二等奖，陈建斌副教授主编的《炉外处

理》荣获三等奖，另有两位老师参编的教材分获

二、三等奖。

全国“冶金优秀教材”是中国冶金教育学会

于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6 月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的评选活动，并为此专门设立“冶金优秀教材

评委会”，共有来自全国各高校的近百部教材参

加评选。

我校多部教材获全国“冶金优秀教材”奖

讲座精粹

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

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

———题记

带着满心的不舍和惆怅，我们一行人离开了丽水

这座位于浙江的美丽城市，这座曾承载着我们诸多欢

笑的快乐之地。在车上，在路上，大家不约而同的沉默

着，或许，在回忆这一周之旅是如何起航，或许，在回

想草药铺老板娘孜孜不倦的为患者配方子、拔火罐的

模样，但是，总有那么几幅画面让人难以忘怀！

想起初到大港头时，一位有着月亮眉、兔牙、脊背

稍些弯曲的船工以其独特魅力吸引了我们的眼球，于

是拍摄就此开始。

当阳光乍现，瓯江身着华衣婀娜地环绕在人杰地

灵的大港头，船老大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我们喜欢调皮

的在对岸大声呼喊“老大，我们爱你”，而老大也总会将

嘴角微微扬起，露出像天边彩虹般浅浅的笑容，似乎在

回应我们的懵懂与稚嫩，喜欢疯狂的的下水捡来一堆

奇形怪状的石头给老大鉴定，喜欢围坐在千年樟树下，

听老大讲述三代人从末代一步步渡船渡人渡物的故

事，也喜欢在倾盆大雨时，看对岸的人不停地嘶吼，熟

睡的老大被惊醒后一如既往的工作的画面，可是，心中

总会不舍，毕竟这有些太残忍，毕竟他只有一个人！

看潮起潮落，品人生百味。很多人都不解船老大

为何在薄利之下还能坚持几十年之久，可我想他的一

句“渡船渡人渡岁月”足以回应种种，诠释最完美的中

国梦！

为了寻找独特的气息，大家在千般跋涉之下终于

来到了依山傍水的畲族村，一进村子就看见五六个孩

童在水中自由自在的嬉戏游泳，仿佛这个世界的一切

纷扰都与之无关，而他们要做的只是简简单单的享受

眼前这片水域。或许是因为村子许久没有生人踏入，

他们很快就发现我们的身影，并热心的的指路带路。

为了给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孩子们可谓是各显神

通，有的索性不穿鞋子，有的在拍照的时候上蹿下跳，

甚至有的只穿了小内裤似有忧郁的摆造型，还好他们

的“奸计”得逞，而我们似乎又再次回到了甜美的童年

时光。

每当暮色降临，手牵手行走在大港头的街道，我

们高歌欢唱，全然不会在意周边人们的议论，看似荒

唐，可一切却又那样真诚可爱。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而我们也如同暮色一般终要

离去，也许对于这座古城来说人人都只不过是过客罢

了，可是我相信，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都将是我们人

生画卷中最珍贵的一笔。

下车了，可我们，终会再见 !

丽水游记 阴 唐 红

理论视点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三大生态风险：以气候变

化、经济震荡和社会冲突为标志的全球生态安全问

题，以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胁迫为特征的区域

生态服务问题，以环境病加剧、适应力降低、人口集

聚为诱因的人群生态健康问题。其中，生态问题是世

界当前面临的问题，更是中国在当下急需解决的紧

迫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专章论述生态文明，首

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和“建

设美丽中国”。

美丽中国是我们全社会追求的生态文明、生态美

丽的大目标，长期以来，中国各地并不缺乏美丽的自

然风景和纯净的生态环境，讲座以一桢桢照片显示

了当前仍存在的各地美景，如内蒙古茫茫草原和未

污染的河流、东北大兴安岭茂密的原始森林、享誉

“中国最美乡村”的江西婺源、云南丽江的美丽古城、

纯净的玉龙雪山……大型旅游系列节目《远方的家》

描述了沿着北纬 30?一路前行、边疆旅行、沿海旅行，

也给人们带来了两个中国的感观：美丽的、未污染

的、原生态的中国，和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

各种污染的中国；英国 BBC 公司摄制的《美丽中国》，

则向海外展现了中国美丽的生态环境，以及正在出

现的各种污染等。

但是，更值得关注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美丽的风光，而是污染

日趋严重。讲座列举了 PM2.5，雾霾 - 北京咳、广州镉米、山东毒

姜、黄浦江上死猪、节能灯的汞、充电电池的镍镉等一系列的生态

危机信号。讲座分析了 PM2.5 和雾霾问题，指出雾是过饱和水，

RH>90%；霾是细颗粒物，RH<80%；SOx、NOx、PM2.5 (直径小于等

于 2.5 微米的污染物颗粒 )，我国 PM2.5 和雾霾成因在于我国是

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及汽车尾气；讲座援引中央电视台《新

闻 1+1》今年 1 月 15 日的报道：全国 74 个监测城市中，有 33 个城

市的部分监测站点，检测数据超过 300，达到了严重污染。雾霾天

气导致道路管制、企业停工、机场关闭、港口停运等问题。

农产品及食品安全问题也急需解决。广州镉米、地沟油油条、

苏丹红鸭蛋、三聚氰胺奶粉、锦湖轮胎、注胶牛肉、石膏豆腐、尿

素豆芽、石蜡陈米、香精茶叶、避孕药鱼、瘦肉精猪肉、人造鸡蛋、

农药韭菜、膨大西红柿、增白剂柠檬黄馒头……分析其原因时，讲

座认为，作为全球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国和消费国，我国年产 21 万

吨的抗生素中一半用在了养殖业方面。这就导致了农产品和养殖

产品的耐药性基因不断蓄积。同时畜禽养殖及物料处置过程中存

在重金属、农药、抗生素、氮磷等污染风险，以及有寄生虫卵、病

毒等传播风险。

上述各种问题的根源，还是来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在带来

工业化、城市化、农业集约化的同时，也造成废水、废气、固体废

弃物、农用化学品，污染大气（含一次污染物 NOx、VOCs 等和二次

污染物 PM2.5、Smog 等）、水体、土壤（如重金属污染导致陆地农

田生态环境恶化，植物、农产品等被污染）

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生态是联

结生物与环境、人与自然、局部与整体、眼前和长远的一种关系、

机理、状态和过程；是人类社会的生存之道、生产之术、生活之理

和生命之魂。环境为体、经济为用、文化为常、生态为纲。而中国

就要走一条“生态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五位一体；

文明贯穿认知、体制、物态、心态四文一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创造出中国美丽的生态环境和发达的生态

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选自我校“天天讲”系列之《美丽环境，美丽

生态》，讲座人：侯梅芳副教授）

近年来，自“南京彭宇案”引发蝴蝶效应式

的道德拷问以来，“小悦悦事件”又一次刺痛了

社会集体道德的良知神经。从各种各样的扎堆

旁观，到见危不救的视而不见，人们再次领略出

道德冷漠对人心与生命的无情吞噬。姑且不论

这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存在，但毋庸置疑，道德

冷漠已成为引发全社会道德恐慌的一个严峻社

会问题，不利于社会和谐秩序的构建。在愤恨、

悲怆、声讨、呼吁之余，我们不禁要问：人的道德

情感何以如此荒芜？道德良知何以如此扭曲？道

德冷漠的症结又在哪里呢？笔者拟从伦理文化

的视角，反思剖析其生成因由，一管之见，以期

抛砖引玉。

何为道德冷漠？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先

生曾指出，道德冷漠是指一种人际道德关系上

的隔膜和孤独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行为方

式的相互冷淡、互不关心，乃至相互排斥和否

定。简言之，道德冷漠就是一种善的缺乏或是一

种“平庸的恶”，本质上是一种对伦理精神的背

离和文化品格的摒弃。从伦理文化的深层看，其

生成因由主要在于：

其一，中国式利己主义的痼疾。几千年自给

自足的小农经济造就了国人普遍存在的“小私

有”道德意识和社会心理。 在我们周围，“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

瓦上霜”、“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之类的处世信

条不乏信奉者。从价值趋向看，这种“人人为自

己”、“为己不损人”的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往

往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一拍即合，最终演变为

“中国式利己主义”，反映在人际关系问题的调

整上，就是中国人常常抱有的不问是非、不问善

恶的处事态度，进而为道德冷漠的生成提供了

心理土壤。

其二，道德相对主义的冲击。道德相对主义

向传统道德的权威提出了严峻挑战。传统道德

资源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式微，而新的

道德体系尚未建立，适应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

原则和评价标准尚出于空白状态，由是使得体

现道德信念、终极关怀和价值理性的伦理精神

出现了“口吃症”乃至“失语症”。这就势必造成

了两者对事实情境与思维理路理解上的分歧与

冲突，走向“无所谓对错，无所谓

道德，一切皆可，什么都行，无可

无不可”的虚无主义边缘和“你

有你的道德，我有我的道德，对

我来说是对的，对你来说可以是

错的”的相对主义境地，陷入一种没有可公度性

道德标准的“道德语言的无序状态”，以致“道德

只是个人维护自己私利、追求私人利益的工

具”，结果“常常使得带有良好愿望的人们对在

自由社会中求得秩序的可能性感到绝望”，从而

为道德冷漠的生成提供了理论土壤。

其三，诚信的坍塌与交往理性的缺失。中国

传统社会是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性”

社会，其人际关系是一种以“己”为中心逐渐向

外推移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语）。这种“圈子社

会”中的信任是一种非理性的关系，带有浓厚的

人情色彩。然而随着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增

强，交往对象和范围的日益宽广，当代中国不再

是狭小的、封闭性的“熟人社会”，而是“道德陌

生者”组成的“市民社会”。尽管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还固守着“差序格局”及其泛化关系所蕴涵的

人际交往准则，即对于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圈内

人”信任度高，而对于与自己关系疏远的“圈外

人”则普遍缺乏信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持久性

和稳定性被破坏，并且呈现出务实化、功利化的

倾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淡漠，这为道德

冷漠的生成提供了现实土壤。

其四，公正的缺席与公共理性的空场。公正

就是按照某种平等关系进行权利与义务分配的

适当的比例。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

的权利。马克思还曾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

个道德的基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

使自己出丑。”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是，由于伦理

公平实现的利益补偿机制不健全，有的人在伸张

社会正义，延伸道德秩序，履行道德义务后没能

享受应有道德权利，得到应有的道德回报，陷入

了“英雄流血又流泪”、“好心没好报”、“善良被

欺骗”等道德悖论怪圈，以致正气被邪气压倒，见

义勇为的人越来越少，助长了道德冷漠现象的恣

意横生，为道德冷漠的生成提供了制度土壤。

总之，道德冷漠是对他者的漠视，甚至可能

成为恶的帮凶，从而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防范

和化解道德冷漠，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

实践问题。面对道德冷漠的现代性道德文化危

机，解决的思路理应建立在个人德性的心性秩

序和社会规范的制度秩序的同构之上，不仅要

在社会层面加强道德教化，提升公民的道德素

质和道德境界，而且要在法制法规的健全、体制

机制的创新、道德风尚的建设、新闻媒介的参与

等方面多管齐下。

（作者为马克思主义教育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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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冷漠的文化追因
阴 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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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卷七观

乡射第二十八》

【解读】张：把弓弦绷紧。弛：把弓弦放松。文武：指周朝的周文王和周武王。 把弓弦绷

紧而不松弛，文王、武王不会这样做；把弓弦放松而不绷紧，文王、武王也不会这样做；有

放松有绷紧，这才是文王、武王的治国之道。孔子在此阐述了文王与武王在治理国家上所

遵守的原则。它不仅适用于安身，也适用于人们的生活和学习。只张不弛，人们就会疲劳，

生活质量和学习效率就得不到提高；只弛不张，生活就会懒散，学习就会放松。所以，“文

武之道，一张一弛。”这样学习效率才会高，生活才会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