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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家古邑家训文化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张伟东　邹建辉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河源 517000）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在新时期，做好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是我国繁荣富强以及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而客家古邑家训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存在同根同源的关系，他们都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基因，体现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以客家古邑家训文化推

进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情感认同、提高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性等

方面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就客家古邑家训文化视

角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路径进行了详细探讨，提

供一些可咨借鉴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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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路径

客家古邑家训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有着极为丰富的价值观教育内涵。从客观角

度而言，客家古邑家训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存在同质

同构的关系，二者的结合不但能够给大学生提供充足的价值观思

想滋养和精神养料，而且还能让优秀传统文化伴随着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和传承。因此，在新时期，以客

家古邑家训文化为依托，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新路径是很有必要的。

一、客家古邑家训文化的历史渊源

客家古邑家训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探寻它的历史渊源，

我们需要将历史的时针拨回到 5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河源。

那时，百越先民在河源地区繁衍生息，给古邑家训文化的诞生与

发展提供了优良沃土。到了公元前 214 年，赵佗南征置县，他通

过“以诗礼化其民”“和辑百越”等方式，正式点燃了客家古邑

家训文化的火苗。而后，当地先民在不断迁徙和交融之中克服“筚

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困难，不断积累和丰富历代先贤对子孙持

家置业、立身处世的训示和垂诫。在河源这座古城中，分布八百

多个姓氏，每一个姓氏都有着传承悠久的祖训家规，这些祖训家

规大多以俚语、诗歌、族谱、碑刻以及建筑等形式流传至今。比如，

李焘故居中的“蹈义履仁，济人约己”八字匾额；连平颜氏的“官

箴”碑刻；古邑家训长廊中的百姓家训石刻；连平县司前村的吴

氏家训“一厚伦理，二尊王法，三救急难，四和乡里，五勤本业，

六莫非为，七周贫乏，八谨祭祀”，都无一不向我们展示着客家

古邑家训文化的魅力。而这些家训文化不但是客家人的优秀家风

形成的中坚力量，而且也成为我国各阶段教育事业的优秀养料，

其中蕴含的“十德”家训核心，更是和 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交相辉映，积极围绕其精神和思想内涵来推进大学生的思政素养

以及价值观教育意义重大。

二、客家古邑家训文化的“四德”内涵

在客家古邑家训文化当中，蕴含着诸多价值观教育和品德素

养教育内涵。具体来说，它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个人品德

个人品德本质上指的是个体的行为规范和为人原则，它是其

他一切道德规范的基础所在。在价值观教育中，我们所强调的诚信、

友善、公正等要素都属于个人品德之范畴。在客家古邑家训文化

之中，强调个人品德的家训比比皆是，如“做人讲良心，做事爱

认真”“交友交得好，一世都会好”“交之道，不能忘。诚与信，

是良方”等，这些都彰显着家训文化中对于亲切和善、宽容理解、

诚信守约、诚恳热情等个人品德的诠释。

（二）家庭美德

家庭美德主要围绕家庭活动来展开，指的是个体在处理家庭

关系过程中所遵循的一些行为或者道德规范，在我国有着悠久的

发展历史。在我国，长久形成的家庭美德主要围绕着孝、和、勤、

俭、善、恤等内涵要素展开，强调的是要尊老爱幼、勤俭持家、

夫妻和睦、男女平等以及邻里团结等，这些与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

平等、和谐等理念是相对应的。而落实到客家古邑家训文化当中，

这些美德也有着普遍的体现，如“人生百行孝为先，父母劬劳报

昊天”“勤能发家，和必兴家”“教家尊事务宜和，和气自然瑞

气多”等，这些都是客家人重视家庭美德的直接体现。

（三）社会公德

对于社会公德而言，其指的是群体在长期性的生活与生产过

程中所累积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例如，在价值观教育中的文明、

友善、和谐以及爱国等，都属于社会公德的基本内容。可以说，

社会公德在调处个体之间关系和维系社会和谐发展方面有着巨大

的作用。在客家古邑家训中，也不乏一些与社会公德相关的训诫，

如“人帮人，冇穷人”“有难就帮，功德无量”“勤俭唔穷，坐

吃山空”“人在四方，爱国爱乡”等，这些都无不彰显着客家人

友善、和谐、文明、节俭以及爱国的优良公德。

（四）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顾名思义指的是个体在职业工作中所展现出来的

一种道德品质，它属于个人品德的重要外在体现。在价值观教育中，

关于职业道德的强调有平等、公正、诚信以及敬业等，倡导人们

要办事公道、讲究诚信、爱岗敬业等，这些职业道德的内涵提炼

在客家古邑家训文化中也是比比皆是，如“务本业，以足衣食”“居

官必廉慎”“自食其力，不得悠闲放荡”等，这些都深刻体现了

客家人对于职业道德的重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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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家古邑家训文化对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

养意义

（一）指引学生价值观正向发展

如今，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以及社会信息化的影响下，

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多元社会思潮日渐盛行，给我国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主旋律的弘扬与传播制造诸多阻碍，尤其是造成很

多大学生产生价值取向扭曲、价值目标模糊等问题，直接影响了

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对此，如何做好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已

经成为高等教育亟待思考的问题。而客家古邑家训文化当中蕴含

着诸多核心价值观教育内涵，能够为学生提供更为充实和坚定的

价值观发展养分，使他们能够坚定自身的社会主义信念，不断提

升自我并且将国家发展目标和自身的成长目标联系起来，以更热

情、更积极的姿态投身到自我价值实现和社会建设的“两全”目

标中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加瓦，贡献应有力量。

（二）丰富价值观教育载体途径

客家古邑家训文化作为客家文化的核心部分，包含着优秀并

且多样的价值观教育资源。它的家训字言不但形象贴切、简单易懂、

内涵深刻，而且和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之间存在着息息相关的联

系。同时，家训文化经过了漫长历史长河的洗礼，最终得以流传，

并成为客家人家庭教育、思想教育的重要载体。将其引入到价值

观教育当中，既能进一步丰富教育的形式，帮助教育者开辟出更

为多样和更为有趣的教育路径，进一步激起学生的学习和探究热

情，保证教育育人实效，也能丰富价值观教育的内涵，为学生提

供更优质、更贴切的学习参考，助力他们更好地把握核心价值观

中的思想真核，是促进其思想品质、价值观念正向化和健康化发

展的良好助力。

（三）推进价值观教育实践转化

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的知识学习和文化学习的本质目的是

为了要内化于心，在此基础上，将这些收获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

的一种能力与素养。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而言，切不

可停留在口头教育或者教材讲解之上，而是要积极依托各种思路

和途径，让学生能够进行有效的能力转化，使之能够外化于行。

客家古邑家训文化当中蕴含诸多价值观教育理念，如言行举止、

为人处世、交友齐家和读书为官等，这些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

现代，都属于极具意义并且实践性强的价值观教育元素。在它的

影响下，大学生能够结合自身的为人处事、学习生活等展开深入

性的思考，这必然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参透价值观教育中的一些

精神内涵，从而在帮他们将其内化于心的同时，让他们能够结合

实践去将其外化于行。

四、客家古邑家训文化对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

养路径

（一）注重课程建设，落实立德树人

在高等教育当中，课程作为思政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依

托，能够充当家训文化的有效载体。同时，以课程建设为措施来

推进家训文化渗透工作也是发挥其教育促进效能的重要举措。所

以，为了进一步保证价值观教育实效，我们有必要围绕客家古邑

家训文化做好课程建设工作。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层面着手：

其一，要立足客家文化的内涵、大学生思政素养和价值观教育需求，

切实做好家训文化的课本编制工作，要将家训文化中与价值观教

育相关的元素编入到思政等教材当中，以此来扩大学生对于家训

文化的接触面，为他们优秀价值观念和思想素养的培养奠基。其二，

高校在推进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中，有必要立足整体的育人目

标，积极开设以家训文化为核心的主修课，通过这种课程性的教育，

深化学生的家训文化内涵，使他们能够从中获得更多价值观思想

收获。其三，以思政教师、辅导员教师为中心，专业教师为辅助，

搭建一个备课团队，通过集思广益的方式来将商讨客家古邑家训

文化的课堂渗透策略。在此过程中，要时刻围绕“三全育人”理

念，在思政课、专业课、班会等教育环节当中渗透客家古邑家训

文化教育，以此来营造一个良好的家训文化教育氛围，让这些文

化内涵能够流淌于学生心田并激发他们心中的价值观思考意识，

从而更好地推动其价值观念、思想品质和道德意识的正向化发展，

为价值观教育有效推进和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提供长效助力。

（二）组织多样活动，实现教育引领

诸多教育实践证明，思政以及价值观等教育效果不仅仅取决

于理论教学，而且也和实践教育有着莫大关联。可以说，若想保

证其教育实效的话，必须辅以多样的实践活动教育，只有这样才

能让大学生更好地把认知内化为能力或者素养。因此，为了更好

地利用客家古邑家训文化，有效保障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我们

也要积极引入多样的实践性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多价值观实践转

化的契机。例如，我们可组织“走进客家祠堂”的活动，让学生

能够拥有亲身接触家训文化的契机。在此过程中，可让学生在观

摩家训石碑或书画的同时，说一说自身的感受，借助家训名言，

引发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深思。与此同时，我们也可带领学生探

访客家老人，听他们将一些关于家训方面的真人真事，借助他们

的谆谆教诲，让学生能够获得更多价值观认知方面的收获。又如，

我们可组织客家家规朗诵、文学创作比赛、山歌比拼以及家训故

事讲述等多样化的文娱活动，通过有效的赛制部署和奖品激励来

激发学生的家训文化学习热情。在此基础上，广大师生可一同参

与其中，结合实践活动的体验和过程中的观点互动，深化他们的

家训文化认知，为他们价值观的正向化和健康化培养奠基。

（三）搭建文化展台，丰富育人内涵

在教育实践中，我们可效仿客家祠堂，在校园内搭建一个以

古邑家训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展台，以此来为学生提供更多家训文

化学习、家训文化艺术创作的契机，让学习古邑家训文化成为一

道校园新风尚，为学生价值观的发展提供良好指引。具体来说，

首先，我们可搭建一个文艺展示形式的家训文化展台，围绕客家

古邑家训文化，开展演讲以及绘画等多种性质的文艺活动，让学

生能够以多重类型、渠道和方式的推动下，去深入探究和思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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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其中的优秀价值观精华，进一步推动其价值观的正向化、健

康化发展。期间，对于那些表现较优的学生或者内涵丰富的作品，

我们要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让学生能够在家训文化、价值观学

习过程中保持长久活力。其次，我们可积极牵线客家古邑家训文

化方面的艺术家、教育家，将他们引入到校园之中，积极开展价

值观教育方面的座谈会、辩论会等，以此来让学生能够更加便捷

和深刻地把握到家训文化中的价值观内涵，让他们能够在扩展价

值观认知的同时，自身的价值观念、思想品质等均得到有序化培养。

（四）家训校训结合，凸显时代主题

在新时期，我们俨然已经步入了一个多元价值和思想取向的

社会，这也给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广大高校

应当在深挖历史文化积淀的同时，积极围绕新的时代发展形势，

秉承“承古纳新”的思路去不断丰富自己的校训文化内涵，让校

训文化永葆生机，给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校风、学风引领。而古

邑家训文化作为优秀的训诫教育资源，能够为高校校训的设立和

创新注入丰富内涵，我们可结合其中与价值观教育方面相关的元

素，创设特色化的校训，进一步提高校训的内涵度，使其能够充

当价值观教育的良好载体，为学生道德品质以及价值观念的良好

发展铺路搭桥。例如，我校（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在设立校训的

过程中，就充分参考了客家古邑家训文化，结合其中在核心价值

观和“四德”教育方面的内涵，确立了“厚德 强技 奋发 敬业”

的校训。与此同时，在明确校训的基础上，我校结合校训文化内涵，

结合价值观教育时代主题，确立了“方正 博学 允能 创新”的教

风和“好学 慎思 勤练 致用”的学风，它们言简意赅、内涵丰富，

有着良好的价值观教育优势体现，对于校园文化影响了的扩充以

及价值观教育的良好推进都有着巨大帮助。而在围绕客家古邑家

训文化来推进校训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要看到宣传工作的重要

性，积极依托校内的景观环境，如楼道、教学楼、图书馆等建筑

设置醒目的教训石、家训展栏等景观，让学生能够随时随地接受

客家古邑家训文化的熏陶。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积极通过广播站、

板报、校园公众号等新旧辅助手段来做好家训、校训的宣传工作，

进而在弘扬校训精神的同时，让学生能够深刻体会和践行其中的

价值观取向，凸显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时代主题。

（五）立足当前形势，开辟网络阵地

当前，互联网 + 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改革趋势。在

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立足当前的时代教育发展形势，积极开辟

网络化的价值观教育阵地，为客家古邑家训文化的传播和教育提

供良好的科技助力。具体来说，首先，我们可结合价值观教育的

需求，与学生一同在 QQ 或者微信上搭建一个“价值观学习群”，

定期在其中分享家训文化资源，并借此契机引发学生的交流与探

讨，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客家古邑家训文化网络学习氛围。其次，

我们可着眼于学生网络使用特点，积极开辟价值观教育公众号、

抖音号，定期分享一些与价值观教育层面相关的家训文化资源，

让学生能够以自己喜爱和熟悉的方式来汲取其中的文化精髓。再

者，我们也可布置一些具有网络化特点的实践任务，例如，我们

可指引学生围绕家训文化学习，录制一些相关的朗读视频或者制

作解读形式的 PPT，然后分享到相关网络平台之中并通过网络计

票软件，与学生一同选出最优作品并给予一定奖励，通过这种学

生喜爱并且熟悉的方式来进一步激起他们的家训文化学习兴致，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逐步由课堂、校园向着网络和线上方

向延伸，进一步铸牢学生的价值观防线。

客家古邑家训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颗耀眼明珠，

有着丰富的价值观、思想素养教育内涵。在新时期，以该文化为

助力，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革新工作是广大高校

的必然举措。我们有必要正视客家古邑家训文化的价值观教育内

涵和育人意义，不断运用新的思路和方法，开辟一条特色化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之路，从而在保证高校人才培养有效性的

同时，为广大大学生身心素养、道德品质以及价值观念的正向化、

健康化发展做好奠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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