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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文化自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内化 
赵玉厚  黄彦军 

（西安工业大学， 陕西西安  710021） 

摘要：道德文化自觉是对社会道德文化的觉醒领悟,对于将社会道德要求转化为自身的道德追求和行动的自觉担当。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传承了传统道德文化精髓,浓缩了当下社会道德理念,反映了社会大众心声,是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道德文化理念。道德文
化自觉是实质性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内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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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德文化自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内化的行为保障 
道德文化自觉的人不需要受到规则规范或者第三方的督促,

从道德认知到道德体验再到道德评判都是出自于内在精神世界
的需求而发生的自觉行为,就如同我们的身体在受到外力刺激时
所做的应急反应被称为条件反射,道德文化自觉就是来于内在精
神世界的条件反射,当面临道德选择时无意识的做出符合道德范
围内的行为。当道德理念是科学先进的,道德主体的道德自觉性
就驱使其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社会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社会多元化背景下的价值理念指导,蕴含了时代发展的特色,高
校这个大学生存在的年轻群体,汇聚了处于最前沿的思想观念,
他们对于先进思想的宣传,以及主流思想的弘扬,有着得天独厚
的优势条件。通过实现道德文化自觉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认同内化是有效的道德文化教育方式。 

传统道德文化教育是以道德伦理规范的形式传授给学生,是
告诉学生什么是对的,怎么做是对的,不这么做是错的。这样的道
德文化教育方式是形式上的教育,忽略了对道德的认知和内在精
神需求。这样刻板的传授方式是对道德意识的强制性刷新,未能
走入其内心深处的道德文化教育。相反,实现了道德文化自觉的
道德主体,遵守道德规范并不是迫于外部压力的妥协,更不是为
了与规范相关的利益获取,而是纯粹的基于理性认知基础上的内
在渴望与精神需求,是一种与思想意识形态融为一体的精神反馈,
因此,在道德文化自觉的培育过程中,要注重道德主体的精神世
界建设,以期达到道德文化自觉的目的。 

2.道德文化自觉的养成 
(一)课堂学习促进理性认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教育主要通过课堂教学来完成

的。课堂教学中学生主要学习思想政治的基本理论知识,完成相
关的理论认识。在课堂学习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知
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内化的第一步。 

(二)触发学生情感点,引发学生情感共鸣 
认知是情感的基础,情感是认知的发酵剂,推动加深认知的

深度和广度。认知过程中触发了学生的情感点,则会让学生为这
一认知感到震撼、激动甚至是有振臂高呼的冲动。历史上的每
一次变革都有学生的参与并且走在革命前沿也正是这个原因,学
生对新事物新思想的领悟早接受快,再加上矛盾激化触发了他们
的情感点,那么对革命的态度自然就从认知转为内化的革命意
志。那么如何来触发学生的情感点就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认同内化的关键环节。教师要深入学生当中,了解学生群体的情
感倾向,掌握当下流行趋势,根据学生的特点挖掘学生的情感点,
并且创设或者利用符合学生关注点的情境,在此基础上引入社会
主义价值观的教育,那么激发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求和
共鸣便成为自然而然的过渡。 

(三)化解困惑转变观念 
当代大学生是追求个性和具有主观性格的一代,是主观意识

强烈的一代,当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存在固有观念上的困惑和
偏见时,想要修正其观念将会十分困难。转变大学生观念困难不
代表让其坚持某种观念就容易，在这个充斥着各种诱惑的时代，
各种思想意识观念在一些隐性诱导下应运而生，散播并侵蚀人
们的思想意识。大学生的社会阅历尚浅，更容易被表面现象所
迷惑，这就让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有机可乘，故意扭曲事实激

化社会矛盾、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严重影响大学生的判断,
甚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怀疑甚至背离。教师要时刻关
注社会动态和学生心态,在学生价值观念上拥有主动权,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生内心生根发芽，逐渐成长为不可撼动的
自身意识行为。即便有个别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不坚
定,但是因为有教师的时刻关注,可以及时发现,消除学生的质疑
和困惑,引导学生理性的辨别是非,帮助其化解困惑转变观念。 

3.通过道德文化自觉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内化的几
种方式 

(一)在课堂教学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教育 
大学思想政治课程,是对整个社会规律的梳理,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有着完整深刻的理论总结,学生通过课程学习,认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和意义,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在情感意识教育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
同 

传统德育模式通常是固化的刻板的理论授课,而以人为本的
现代互动式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一种情感教育和意识培
养。教师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解，却不去研究学生真正的内心
渴求，所学的知识无法丰盈其精神世界,这样的做法丧失了教育
本身的意义。只有将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在实践中领会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道德文化精髓,才能让知识的学习具
有应用意义。 

(三)营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内化的校园文化氛围 
打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新型校园文化,营造良

好的道德文化教育氛围,在校园生活的每个环节,以及学习的每
个细节中都渗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让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如同呼吸吃饭一样的内化成这样为学生一种道德本能。 

(四)在道德体验中养成道德自觉，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认同内化 

道德文化本身是个抽象的概念,理论认知无法切身感受到其
内涵,只有通过与道德考验相关的道德体验,从中感受到遵守道
德规范给自己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以及来自于内心灵魂深处
的精神享受,才能真切的体会道德文化的意义,从而将这种内在
需要转化为近乎本能的自觉行动。因此,大学教师完全可以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在教学实践中以丰富学生们的道德体验,
引领学生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在各类道德体验中感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对其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感悟,通过在道德体验中
自我价值的实现,来促使思想观念的升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认同内化与道德文化自觉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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