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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背景下网络环境中当代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现状及对策 
董迪  管新源 

（黑龙江工商学院） 

本文系 2020 年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新时代大学生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阶段性研究成
果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大学生必须遵循和秉持的基本操守以及价值指引。本文对现阶段大学生培育以及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进行了详细梳理，并通过案例解剖的方式对这一现状展开了详细论述，基于此具体阐述了在疫情防控以及复工
复产背景下，增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效性的实施路径，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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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 
（一）知行分离 

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大学生利用网络拓展了获取知

识以及实践锻炼的驱动，社会认知以及自我认知程度明显增强，由

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广大大学生能够以身作则，积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而在当前严密的疫情防控中，公安部门查

处的在读大学生网上谎卖口罩诈骗事件，也暴露出了大学生知行分

离以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薄弱环节。一位十九岁大学生为了谋取

不法利益，利用新冠病毒疫情以及口罩难买的“契机”，利用 QQ 在

多个 QQ 群散步口罩出售消息，而其收款后未向被害人发货，诈骗

金额达到 20820 元。此类事件表明，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之下，立场

不坚定或者唯利是图的少数人逐渐摒弃道德良知，利用网络大发

“国难财”“疫情财”，其行为占用了弥足珍贵的公共资源以及违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基本操守和道德规范，这意味着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紧扣时事热点、知行合一。 

（二）多元价值取向 

当代大学生借助网络时刻经受着多元价值观念的影响，由于现

阶段大学生主要以 90 后为主体，往往追捧新奇、独立，然而由于

其涉世未深以及自我认知尚浅，极易受到外部信息的驱使和干扰，

因此使得其自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始被弱化，导致学生自我发

展偏离既定方向。结合本次疫情，今日头条“湖南校园事儿”博主

为余某（男，19 岁，平江县三市镇人，在校大学生）罔顾事实，蓄

意在朋友圈以及微信群传播“湖南省学校将于 3 月 2 日起分批开学”

等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增加自己博文的曝光，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

响，公安机关对其给予以行政拘留五日处罚。这一事件充分表明部

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极为浅显，容易受到其他利

益因素的诱导，从而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则立场。 

（三）个体随意性挑战社会规范以及秩序 

前文提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从个体、社会以及国家三

个维度对行为意识进行了界定和规范，作为新时代未来的建设者，

大学生必须时刻谨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不应以个体

随意性来挑战社会规范以及秩序。例如 2 月 2 日，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官方微信通报，因提前返校，该校两名学生被予以警告处分，据

悉这两位学生擅自提前返校，且未及时向学院报告，属于瞒报个人

信息行为。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如果以爱学习提前返校的理由

来搪塞擅自提前返校并不能使人信服，无论是谁，无论是以怎样的

理由，对于广大大学生而言，都必须充分树立全局意识以及大局观，

应该遵守当地社区以及高校的防疫要求，积极配合，无条件执行学

校规定，不外出、不返校才是对防控疫情做出的最大贡献，否则，

以个体随意性来调整社会规范以及秩序将视作扰乱防控工作，是对

自己、社会以及国家的不负责任。 

三、疫情背景下网络环境中当代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有效策略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可以从多个维度将疫情防控与核心价值

观建设相融合，借助网络环境，聚焦“提升防护能力、疫情科学宣

传、抗击疫情传播”等内容，为正能量的传播以及扩散创造有力条

件，进而凸显当代大学生的主人翁角色以及使命担当。 

（一）打造疫情专题模块，聚焦时政热点梳理和思考 

高校应该围绕疫情关键词打造专题模块，为学生提供准确的疫

情信息。具体而言，高校应该结合疫情防控的具体部署，结合本校

学生以及教学工作实际情况，借助 QQ 空间、微博以及微信公众号

等新媒体渠道，向全体教师员工以及学生转发相应的内容，例如《共

青团中央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全团动员，在防控疫情阻击战中充分

发挥共青团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的通知》以及《教育部致全国大学

生的一封信》等，让大学生严格遵守防疫期间的相关工作要求与规

范，同时合理规划在家期间的学习与生活，同时还需向全体学生发

出倡议，促使学生能够坚定胜疫信心，从自己做起，坚决落实社区、

政府的各项防疫措施。另外，高校还应结合不同防控阶段的突出问

题，利用校内网站或者新媒体向全体学生推送《新型冠状病毒的了

解与防护》、《疫情期间注意这些诈骗手段》以及《正确佩戴口罩的

小知识》等，引导学生能够全方位地学习疫情相关知识，达到精准

防控的目的，同时也鼓励学生自行转发，扫除朋友圈的谣言，以实

际行动净化网络环境以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说明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围绕疫情有效展开，在抗击新冠病毒过程

中，每一位大学生都必须参与其中，守住底线、遵纪守法，自觉做

到不制造谣言、不轻信谣言以及不传播谣言等，自觉抵制任何形式

的谣言。 

（二）发挥志愿服务精神，助力抗疫前线 

大学生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投入社区防疫工作，借助网络

平台，大学生志愿者可以将科学防控知识设计成不同类型以满足各

种年龄层群众的学习需求，例如文字形式、卡通形式以及歌曲形式

等等，以温情正能量以及文明的形式向社区居民传递防控知识。除

了网络志愿者而言，线下服务志愿者还可以深入社区开展相应的防

控工作，例如服务站值守、外来人员劝返以及入户摸排工作等，让

广大大学生以自己的方式体现家国情怀以及责任担当，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助力抗疫前线。需要指出的是，大学生志愿服务体系的构建，

体现的是当地社区政府对防疫形式的准确判断，同时也充分发挥了

学生应变能力强的特点，另外，发挥学生群体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也是创新爱国主义教育以及生命教育的有力尝试，通过这种方式能

够让学生更加清晰地了解局势发展，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三）开展多样化的时代人物研讨会，引发学生审视与共鸣 

本次疫情传播以及防控中，网络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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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是，在主流媒体或者单位入驻下，社交媒体俨然成为疫情信

息以及思想聚焦的主要场域。因此在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社交媒体的作用，开展多样化的时

代人物研讨会，让学生挖掘先进人物的闪光点进而引发自身思考与

情感共鸣。教师可以围绕责任，让学生讨论在疫情防控中责任的具

体内容，例如对于主政者而言，责任意味着什么？对于党员干部而

言，责任意味着什么？对于医护人员而言，责任意味着什么？对于

患者以及疑似病例而言，责任又意味着什么？随后，教师可以以终

南山院士为例，引发学生思考：为什么这位 84 岁的老人会被誉为

国士无双？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写到的：中

国人一直都是幸运的，他们总是被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这一次，

钟南山和 17 年前一样，还是最勇敢的人之一。通过从家庭、健身、

医学权威以及非典等不同维度，让学生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位医者的

社会责任以及侠骨仁心。最终引导学生自我反思和审视，即唯有夯

实基础，巩固所学知识才能成为真正的专家；唯有敢为天下先，以

科学与事实为准绳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密钥；在疫情面前，每一个

人都应遵纪守法，自重自律，既不制造谣言、不轻信谣言，更不充

当谣言传播的“二传手”，而要时刻扎紧防控谣言的“篱笆”，不给

任何谣言可乘之机，让专业人士、医务人员在“冲锋陷阵”时心无

旁骛以这种在线研讨的方式让学生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学习内驱力，

发挥时代先进人物的模范引领作用，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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