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23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途径分析 
李  爽 

(西安文理学院校团委， 陕西西安  710065) 

摘要：高校大学生是未来国家建设发展的新动力，大学生思想教育对于未来大学生服务社会、建设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期的科学价值观，将这一观念渗透到大学生的培养中，对于提升未来国家接班人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主要
分析了目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状，分析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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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现状 
现阶段，大学生教育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更多的

是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内容，通过思想政治课程教育开展，就实
际的教学成效来看并不是十分理想。首先，大学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重视度上有所不足，学校的教学重心在专业人才
培养上，注重人才专业知识和能力提升，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相
对轻视。其次，学校没有很好的为学生创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学习氛围，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理解都
停留在表面[1]。在思政课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是一个小
部分，没有渗透到更深层的领域。此外，学校在组织大学生开
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上也有一定的欠缺，大学生
缺乏有效实践，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难以深入。 

2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对策 
2.1 提升教育重视度，强化宣传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重要

价值观，高校要引起重视，高度重视、积极准备，紧密围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开展各类活动。例如，组织开展
“学习两会精神”讲座，文明礼仪知识竞赛等活动、举办“致
习大大的一封信”主题征文活动、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英
文版、知识竞赛和主题摄影等活动、开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
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回信精神主题活动、“感悟价值观”读
书沙龙、“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线上视频征集、《厉害了，
我的国》观影等活动、举办主题团日活动、生活会、专题社会
实践和新媒体线上宣传等活动；通过多样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宣传月活动，各学院、各大学生组织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利
用专业特长优势，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各个层面自觉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2]。展现高校青年学生蓬勃的朝气和活力，唱响
时代主旋律，传递青春正能量。 

为营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学习氛围，学校可以充
分利用 LED 显示屏、宣传牌、文化墙等宣传平台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进行广泛宣传，其形式多样、创意新颖，增强传播力
影响力，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力求让核心价值观入眼入心，
全力打造“文明新风景”。通过宣传，进一步扩大影响，为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供有力支持和保证，让大学生随时
都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并由此迸发正能量为文明社区建
设提供着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2.2 注重课程渗透，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无处不在 
高校要针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积极完善

课程设置和设计，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课程思政
工作，并且在新版培养方案基础上，要求所有教师在教学目标
与教学内容中融入思政元素，明确建设路径，并在授课过程中
积极落实。学院将在学期末开展调研，确保课程思政建设落到
实处、学生学有所获。要以“专业思政教学设计与方法”为主
题，给高校全体教师进行培训，就如何构建设计、落实、反馈
闭环展开全面而清晰的论述。要求全体教师授课中紧紧围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培育和践行国家、社会和公民价值融入
教育全过程，全方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只有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各类
课程中的渗透教育，才能让大学生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

识度，提高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和能力[3]。 
2.3 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实现知行合一 
根据教育部门关于落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观融入大

学生中教育实践活动安排，结合高效人才培养实际工作需要，
高校要积极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让
大学生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进教室，结合学科渗透和校本课程
开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纳入学校课堂教学，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重要的教学目标贯穿于教学全过程，使大
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受到教育。以选树典型为抓手，通过志
愿服务、社会实践两个渠道，引领大学生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外化于行。选树一批优秀的个人和集体，整合校内外资
源，搭建培养平台，通过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创
新创业教育等方式，提高大学生先进性，用“身边的人和身边
的事影响身边的人”，激励广大学生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服务
社会。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让广大大学生们经受系统
化、普及化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洗礼，增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坚定性，形成良好的学习和实践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氛围，让大学生在理想信念、责任担当、
文明守纪、勤俭节约、学风考风建设等方面，转变思想观念和
行动方式。 

高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开展中，还要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展开叙述，并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核
心价值观念解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从自由、平等、
民主等多个社会层面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意义[4]。要明确，
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身体力行，充分发挥大学毕业生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努力使自己在新的工作岗位
上成为追求“中国梦”的时代先锋。只有不断通过实践深化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才能为今后的学习、生活、工作
提供一个明确的指向标，促进自身成长成才，为未来走向社会、
服务社会、成就事业打下坚实的价值基础。 

总结：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于大学生培养和
高等教育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新时期，高校要提升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视度，积极转变教育理念和方式，创新教
育和实践形式，促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识和能力不
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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