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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 时 空
Ｉ

一段时间 以来 ， 髙铁
“

簕 座
”

事 件在 我 国

频频发生 ， 似乎成 为一 种
“

流 行趋 势
”

。 高 铁
“

霸座
”

事件虽小 ， 却是 中 学 德育工作 的 一个

极好 契机 与切 人 点 。 深 人思 考 这
一

热 点事

件 ，找准这
一

热点事件 的教育切入点 ， 引 导学

生正确分析这一 事件并挖掘 其教育契机 ， 对

于增强德育 的时效性 ， 推进 德育工作 与 社会

生活热点有机结合 ， 引 导学生在社 会生活 热 □

点事件 的辨析中 培养与提高 辨别是非善 恶 的
ｇ

能力 ， 增 强参与 意识 、 规则意识 、公 德意识与
＿

法治意识 ，树立正确 的 世界观 、 人生观和 价值，

观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 有重

要意义 。

一

、 高铁
“

霸 座
”

事 件 的案例解读

在学校德育实践 中把握 高铁
“

霸 座
”

事件

的教育契机 ， 我们必须引导学生 了 解 髙铁
“

簕

座
”

事件频发 的 真相 ， 让学生 在感受 髙 铁
“

簕

座
”

闹剧的具体情节 中认识其错误 和危 害性 。

近半年来此类 事件时有 发生 ， 教师可 以 下 面

三则典型案例为例 ：

２０ １ ８ 年 ８ 月 ２ １ 日 ，
从 济 南 开往 北 京 的

Ｇ３ ３ ４ 次 列 车 上 ，
一 名 男 乘 客霸 占 靠 窗 的 座

１

朝

座

事
件
透
析

女乘客理直 气壮地表示 ，

“

１０Ｄ 的 座位就是这

一排 的 ， 票 上并没 写 是过道座位 ， 而 且 座位椅

背上也没 贴
”

。

此等
“

簕 座
”

奇葩事件 虽说不是
“

罪大恶

＇ 极
”

，仅是生活 中 的
“

小 事
”

， 但 所产生 的 负 面

丨

效应却是无法估 ＊ 的 。

“

簕 座
”

是
一

种不道德

行为 ，也 是
一

种 违法行为 。 它 不 仅扰乱 了公

共秩序 ，而且助长 了 歪风邪气 。 对 于这种
“

霸

座
”

行为 ， 只有依法处置 ，方能形成威慑 ， 以 儆

效尤 ， 让存 非分 之想的 人心有 顾忌 。 如 果 以

纵容的态 度来对 待髙铁
“

簕 座
”

行为 ， 惩戒 不

力 ，势必会姑息养奸 ，败坏整 个社会风气 。

二
、高 铁

‘ ‘

霸座
”

事 件的原 因 思考

我们要及时把握髙铁
“

簕 座
”

事件的 德育

丨 契机 ， 必须 引 导学生对髙 铁
“

簕 座
”

事 件频 发

进行深度思考 ， 正 确 分析 高 铁
“

簕座
”

事 件频

丨 发 的真正原 因 。

１ ． 社会公共道德沦陷

高铁
“

霸座
”

事 件首先折射 的是一部分人

基本素质低 下 ， 缺 乏规 则 意 识 和 公德 意 识 。

社会规 则建 立 在大 家共 同 遵 守契 约 的 基 础

；

上 ，是社会生 活 正常运行不 可或缺 的 必要条

位 ， 不肯 坐 自 己 的 座 位 。 被霸 占 座位 的 女 士 劝 他 时 ，

该 男 乘客回应 称 ：

“

谁 规定 一 定要 按号 入座 ？ 要 么 你

自 己站 着 ， 要 么 去 坐 我 那 个 座 位 ， 要 么 自 己 去 餐 车

坐 。

”

当 列 车 长前 来相 劝 时 ，
男 子依然 拒 绝 归 还座位 。

无奈之下 ， 列 车 长 只 能将被霸 占 座位 的 女士安排 到 商

务车厢 就座 。 事后 ， 男 乘客脸上露 出挑蛑 的微 笑 。 这

起
“

霸 座
”

事件 一 经曝光 ，迅速 引 发 广泛 关 注 。 后 经有

关 方 面 证实 ， 男 乘客 系 留 韩 经济学博士 。

２０ １ 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由 上海虹桥始 发 开往成 都 东

的 Ｄ３ ５ ３ 次列 车上 ，
一位 买 站 票 的 大妈 坐在 了 

一 个座

位上 ， 买 这个座位票 的 小 伙子上车后告诉她座位是 自

己的 ，
大妈 却说 ：

“

年 轻人就该给老 人让座 。

”

当 列 车长

语重心 长 地向 大妈讲道理 时 ，
大妈 却表 示 ，

“

年 轻人怎

么 了
，
站 个半 小 时 怎 么 了 。 我 已经 ７ ０ 岁让个座

位还不 乐 意 ，这个年轻人就该被教育 。

”

甚 至 叫 嚣 ：

“

有

本事 打 我啊 ！ 动 手 打 我啊 ！ 你 买 这 个 座位 你 该 倒

霉 ！

”

这段视频 被曝 光后 ， 引 起 了 众 多 网 友 的 强 烈

件 。 社会 由 众多个 体组 成 ， 社 会秩序 的维 护需要 规

则 。 每个人因为遵守规则 获得最大利益 ，社会也 因此

成为一个健康 和谐 的整体 。 没有 规矩 ， 不成方圆 。 没

有规则 ，社会秩序杂乱无章 ，甚至处于无政府状态 ， 势

必导致社会生活 的混 乱乃 至灾难 。 所谓社会公德意

识 ，实质上是规范人与人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交往行

为 的规则意识 。 凭票对号人座 ，是人人都知 晓 的乘车

规则 。 高铁
“

霸 座者
”

并不是不 知 晓这
一

基本规则 ，而

是头脑里根本没有规则 意识 ， 更没有社会公德意识 。

２ ． 社会法 治 建设滞 后

从法治的 角度看 ，对于高铁
“

霸座
”

行为 没有明确

的法律界定 。 因此 ，博 士髙铁
“

霸 座
”

事件被曝光后 ，

济南铁路局表示 ，

“

涉事男乘客 的行为属于道德问题 ，

不构成违法行为
”

。 从髙铁
“

霸座
”

事件发生后的处理

情况看 ，主要采用两种办法
。

一是对于性质 比较轻微

的
“

霸座
”

事件 ，依据 中 国铁路总公 司 制定的 《铁路旅

客信用记录管理办法 （试行 ） 》 （ 以下 简称 《 办法 》 ） ， 由

健责 。

２ ０ １ ８ 年 ９ 月 １ ９ 日 ，在从湖 南 永 州 至 广 东 深圳 的

Ｇ６０ ７８ 次列 车上 ，

一 名 女 乘客 的座位靠 过道 ，但她却

霸 占 了 旁边 靠 窗 的位置 。
当 列 车安全 员 前 来调 解 时 ，

铁路部 门将 当事人个 人身份信息纳 人铁路旅 客信用

信息记录管理 ，限制 其乘坐火车 。 但 《办法 》不是一部

法律 ， 只是一种 制度 ，而且其制定者是
“

中 国铁路总公

司
”

，甚至连行政规范性 的
“

红 头 文件
”

都算 不上 。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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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尴尬的 是 ，
《办法 》所列 的 可能被纳入铁路黑名 单的

７ 种行为并未包括强 占 座位 ， 只 有
一条

“

扰乱铁路站

车运输秩序且危 及铁路安全 、 造成严 重社会 不 良影

响
”

。 二是对于性质 比较恶 劣 的
“

霸座
”

事件 ，如乘警

多次告知其行为 已扰乱 了 列 车秩序 ，对乘客多次提出

警告 ，均遭拒绝且态度恶劣 ， 辱骂 乘警 和周 围乘客 、殴

打他人 ，可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 》对

当 事人进行依法处置 ， 给予罚 款和行政拘 留 。 从 目 前

对高 铁
“

霸 座
”

事 件的处 理情况来看 ， 其违法成本太

低 ，不足 以使人
“

不敢霸
”

。

３ ． 思想道德教育缺失

虽然高铁
“

霸座
”

事件 的主角 都是成年人 ， 尤其是

“

簕座
”

博士 ， 接受过髙等教育 ，但连基本 的社会公德

意识都不具备 。 这折射出 我们 的教育所存在的 问题 ，

即思想道德教育的 缺失 。 没有 羞耻之心 ， 是人 之
“

绝

症
”

，谁也解救不 了 。

“

立德树人
”

是学校教育 的根本

任务和神 圣使命 。 但在教育实践 中 ，虽然我们喊 了 多

年的素质教育 ，

“

德育为先
”

却并没有真正落 到 实处 。

三 、 高铁
“

露座
”

事件的 教育 契机

把握高铁
“

霸座
”

事件 的德育契机 ， 我们必须引导

学生运用 系 统思维的方法 ，探讨高铁
“

霸座
”

事件的社

会治理方略 ， 以 避免髙 铁
“

霸 座
”

闹 剧反复上 演 。 同

时 ， 要引 导学生 自 觉树立规则意识 、 公德意识 以及法

治意识 ， 自 觉遵守社会规则 、社会公德 与法律规定 ，维

护公共秩序 。

１ ． 社会道德必须加 强

髙铁
“

霸座
”

事件频发 ，无疑是因为道德沦丧 。 高

铁是公共场合 ，不 是私人 领地 ， 容不得胡作非 为 。 对

号人座是乘坐高铁等交通工具 的基本规则 ， 髙铁
“

霸

座
”

是对乘车规则 的漠视 ，是对被 占 座位乘客个人权

利 的侵犯 ，是对公共秩序 的破坏 ，是对社会公德的 践

踏 。 对高铁
“

霸座者
”

的声讨 ， 看似小题大做 ， 实则是

维护 自 己 的乘车权益 ，也是在抵制 不文明 行为 ， 从而

捍卫 出行规则并维护 社会公德 。 社会规则 是公德的

底线 ，决不 可肆 意妄为 。 在 社会生活 中 ， 要避 免
“

霸

座
”

事件的频频上演 ，必须加强社会道德教育 ，创造风

清气正 、文 明 和谐的 良好社会风 尚 。 社会道德教育不

能假大空 ，必须抓细落实做小 ， 要使规则 意识 、公德意

识 以及法治意识真正 内化于心 ，并转化成每
一

个社会

成员 的文 明 习惯 。

２ ． 依法治理 不 可或 缺

现代社会是文 明 社会 ， 需要 道德支撑 ； 现代社会

是法治社会 ，需要法律维护 。

一次法律行动胜过一万

｜

德 育 时 空 ｆ

中爹竑滩 ｊｉｆ学参ｆ
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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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舆论谴责 。

“

霸座
”

固然是错误 的 ，但 由 于对违反对

号人座规则的行为没有明确 而具体的处罚措施 ，乘务

员 和列车长只能 以苦 口 婆心 的劝导为主 ，无法当场强

行处置 。 这从一个方 面反 映 了相关法律规章制 度的

不完善 。 我们要根据时代与社会发展的 需要 ， 完善相

关法律制 度 ，真正 做到 有法可依 ， 为 对号人座规则提

供强有力 的约束条件 ；我们要对高铁
“

霸 座
”

者施 以重

拳 ，提高违法失信成本 ，加大信用惩戒力度 ，加快构建
“
一

处失信 、处处受限
”

的信用惩 戒制度 ， 让
“

霸座
”

者

重拾对社会道德的敬畏之心 ，从根源上杜绝高铁
“

霸

座
”

闹剧 的上演 。

３ ． 学校教育 责无 旁贷

高铁
“

霸座
”

事件是对我 国公 民素质 的
一次质检 。

多年来 ， 我们偈导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

但一部分人依旧不以为然 ， 我行我素 ，

“

占 山为王
”“

你

奈我何
” “

我霸我有理
”

， 肆意侵扰公共空 间 内 他人的

合法权益 。 高铁
“

霸座
”

事件中高学历者一再 出现 ， 说

明我们 的价值观教育 并没有体 现出 应有 的效果 。 其

实 ，社会公德 的养成是一个长期教化和 自 我修炼 的过

程 。 作为教育工 作者 ， 我们理应 自 觉反 思 ， 既不能担

当全责 ， 又不 能无视 自 己 应尽 的 职责 。 遵守公共规

则 、讲究文明礼仪 ，不能仅停 留于思想道德层面 ，而应

是一种生活常态 ，

一种 自 觉的 行为 习惯 。 我们必须坚

持
“

德育为先
”

，加 强思想道德教 育 ， 加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 ， 促使学生将相关 德育思 想 内化 于心 、

外化于行 。

４ ． 社会风 尚 携手 共建

如果说某起高铁
“

霸座
”

事件的发 生纯属个 案和

意 夕卜 ，是个别人的缺德行为 ；
那么 ， 高铁

“

霸座
”

闹剧的

一

再上演 ，不仅映射 出 有关管理部 门制度 缺失 ， 仅停

留于乘务人员 的人性化劝解 已经无济于事 ，而且折射

出
一

部分乘客道德 自律能力的退化乃至丧失 ，是对高

铁乘车规则 的蔑视 ，对公共秩序 的扰乱 ， 对社会 文明

风尚 的破坏 。 如 果
“

霸座
”

事件 无法得 到及时有效的

处置 ，变成一种流行
“

时 尚
”

，我 国 未来 的 社会公共秩

序必将令人担忧 。 这种情况的扭转 ，既不能仅仅依靠

被霸座者
一

人来战斗 ，也不能寄希望于高铁管理部 门

的单兵作战 ，而需要各方共 同参与 ，需 要全体社会成

员 的携手努力 。 让我们从我做起 ，从不做
“

旁观者
”

或
“

过客
”

做起
，见义 勇为 ，匡扶正义 ，

敢于 同一切扰乱社

会公共秩序的行为做斗争 ，积极寻求 问题解决之道 。

（本文 编辑 ： 臂瑶 瑶 ）

（ ２７ ６ ０００山 东省临沂第三 中 学 ）

ｍｍ

２〇 １ ９年第３期 ＿｜〇｜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