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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路径探究
赵　明　李冬冬通讯作者　陈　敏　沈焕泉

（齐齐哈尔医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0）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凝结着长久以

来全国人民对道德和价值共同认知，是高校人文素养培育的核心

内容之一，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近些年

在此方面的取得了卓越成效，但随着近几年自媒体发展，一些不

良的社会思潮及缺乏内涵的垃圾文化充斥着现实与网络。对大学

生价值取向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为落实高校育人的根本任务，

高校要主动发挥价值观培养的阵地作用，这就使得探讨高校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途径称为必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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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作为有着先进

的思想和技术，拥有积极的态度和一腔热血的当代大学生，他们

整体的思想是积极进取的，但是由于缺乏社会实践经验，阅历不足，

思想处于较为成熟阶段，很容易在此阶段迷失自我，而青年是中

国建设的未来基石，大学生积极、健康、稳定的价值观对于学生

成才、就业、走向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培养其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是十分必要且紧迫的。本文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现状分析为出发点、落脚在当代大学生成长特点和成长环境分析，

探索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途径。

一、当代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动态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发展

的价值观念，该观念的培育与践行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

长久以来，培育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不断地被党和

国家进行重申，可窥其重要性。”据调查：“当代中国大学生在

人与国家关系层面中，绝大多数大学生能够做到爱国，正确认识

和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

大部分学生能够牺牲个人利益，以国家利益为重。”这是高校价

值观教育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国家、社会、学校、个人对价值

观教育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一）培育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索取的成效

1. 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概念已基本深入人心

随着理论与实践双重层面的教育与引导，使培育和践行正确

的价值观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之一。不论城市还是乡村，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深入人心，在此大环境下，当代大学生不

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及其深刻内涵认知颇深、即

使对其产生发展历程也有所了解。可见高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理论性教育方面所取的成效是显著的，为日后的当代大学生

的价值观的践行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2. 当代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逐渐被社会核心价值观所覆盖

“意志是人依据既定目标，进 行自我控制、自我调适的心理

现象，从而形成良好的品格。坚定的意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由知、情到行转化的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场是否坚

定，要素是否内化于心，是影响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效果的关键因素。据调查大部分当代大学生的意志较为坚定，

能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己的行动准绳；且据关于“您

认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代表当代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

吗”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完全可以”的比例为 42.66%，认为“基

本可以”的比例为 48.08%，两项占比和为 90% 以上，据统计及分

析可得出，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已初获成效，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逐渐成为主流价值观。

（二）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仍存在的

问题

1.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内容及方法有待更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较为充实，但在培育过程中

过于理论化，不能将理论现实化；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紧密，不能

很好地将最新的现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与内涵相结合；

且缺少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实践化。部分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形式较为单一，仍以“讲座”“座谈”、观看视频写心得

等形式开展，对于在互联网科技高科技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

代来说这样的形式让学生感觉枯燥，无法集中注意力，教育效果短。

好方法才能结出好成效，所以更新方法是极其重要的，在当前互

联网 + 大时代背景下，充分利用机遇，充分拓展平台，才能取得

较好的教育效果。

2.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我教育不够深入

当代大学生经历了高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筛选，进入

大学后学习思想松懈，再加上高中学习模式相较于大学学习模式

更多的是靠教师主导，靠教师监督。而进入大学考验的是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和创新能力。由于学习主动性不够，

导致学生涉猎知识面不足，专业知识学习深度不够，课外拓展机

会不足，导致学生自我教育机会较少，自我教育不够深入。

3.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体系有待健全

高校价值观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高校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体系仍需不断健全，可以从思政课和专业课教育中渗

透价值观教育内容，培养过硬的教育团队，保障教育效果。要打

开网络思政教育的阵地效应，建设多样的、具有吸引力、贴近大

学生实际生活、学习的网络育人平台，增加平台黏性，提高网络

核心价值观育人的成效。

二、妨碍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诱因

大学生拥有爱国的情怀，思想活跃，表现力强，同时大学生

处于身心发展都趋于成熟的阶段，能够较好地认清自己的社会定

位和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但缺少在社会上的历练，他们的价值

观念趋于稳定，但波动、迷惘、抉择时常充斥其中，使得身心发

展不平衡，情感不稳定，情绪易于变化，易受周围环境影响，心

境变化快。如果此时不能很好地矫正或者培养其良好的价值观，

很有可能导致步入歧途，经过笔者对文献的阅览及调查走访，发

现影响当代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因素有如下几点：

（一）家庭结构及教育方式的改变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晚婚、晚育 ，少生、优生”为主要

内容及目的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社会上大多数的家庭结构由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多子女家庭为社会主体转变成本世初的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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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家庭为主体，育儿方式由“棍棒底下出孝子”经过“说教”到

现在的“尊崇天性”，“自由教育”。这种家庭教育模式的转变

滋养了孩子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自我边界感的增强导致学生融

入社会能力较差，包容性欠缺，“社恐”人群越来越多，这种情

况的出现不利于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培养。

（二）校园德育教育与社会乱象的相互矛盾

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全民素质已显著

提升。但社会中仍存在违背道德甚至触犯法律的现象，社会上流

行的“拜金主义”“快餐文化”“哈韩文化”“哈日文化”等不

良文化潮流更是充斥着人们的大脑、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其所推

崇的价值观与自小学校倡导的德育教育截然不同、甚至相差甚远，

使得我们的大学生一度迷茫，彷徨，甚至对以往接受的崇高的社

会价值观产生怀疑，出现价值评判标准降低、道德认知出现偏差。

同样影响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认知。也一定程度影响了

其未来投入社会工作和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科技”文化的“多元性”淡化了“中国精神”

伴随科技的不断发展及世界的多元化，使得出现全球一体化，

以手机、电脑为载体的新兴媒体广泛出现，信息爆炸式的进入大

学生的视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潮侵蚀着他们的思

想，而这一切正式与我国艰苦奋斗的中华文化传统背道而驰。这

些不良思潮冲击使得他们在面对自己未来前途的时候，时而彷徨，

时而迷茫，价值观的扭曲，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

髓——“中国精神”有所淡化。“中国精神”是中华人民的根和魂，

我们要深化“中国精神”才能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更好地建设

中国。

三、培育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传播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培育国家人才的有效手段和方法。需要从国家

层面到个人层面的共同努力。

（一）以制度为导向，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首先，从国家层面看，国家政策的引导及社会公德的制约，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要遵循核心价值观为主与多元价值观为辅

相结合，自我实现与社会奉献相统一的原则；要固化马克思主义

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树立良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引导

当代大学生建立科学的、立体的价值观体系；要尊重文化性、容

纳健康的社会思潮的存在；要引领其他价值理念体系在马克思主

义的大环境下良性发展；要在保障社会价值的实现的前提下尊重

个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夙愿；要促使社会有序地运行，从而使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使其逐步形成能够肩负起国家历史使命

的正确认知。

（二）提升育人方法，多方面融入价值观教育

1. 高校教师是思政教育的先驱，作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要

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还有具备较高的育人水平。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中要开拓方法，探索途径。高校教师要不断通过“学

习强国”等平台了解国家新发展、新政策和新举措，这样才能在

课堂教学中保持先进性和前沿性。

2. 课堂教育要重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保证较好的教育效果。

在多媒体快消费时代学生的价值观容易受到多种渠道的影响。在

思政教育课程中教师要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可以利用当地红色

基地、博物馆、纪念馆等多种渠道带领学生深入进去，在实地讲解，

讲真情实感，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

（三）通过多样化校园活动营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育人氛

围

1. 校园文化活动是强健学生体魄，提升学生素质的重要活动，

开展多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以及多样化的校园社团能够培养学

生多种能力，满足学生的多元发展的需求。建设更加离不开校园

文化活动这样的平台。高校可以借助校园广播电台、校园“易班”

工作站、团委等多种平台通过创新宣传方式来营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氛围。

2. 充分利用中华传统文化和重大节庆日营造良好育人效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

高校学生，更要弘扬传统文化，抵制外围文化的侵扰。高校可以

通过曲艺社、国学讲坛等多种渠道在弘扬传统文化。利用重大节

庆日，例如：“八一”建军节、“五一”劳动节、清明节、春节

等节庆日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

于行。

四、小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深入人心，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仍然有许多路要走，在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要勇往直前。

社会的发展需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是传播文化的主

要阵地，承担着为国家育人的重要责任，高校更要认清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性，要当作一项系统性工程，同时需要高

校、社会、家庭多方面发力。作为高校要做到价值观教育贯穿教

育全过程，要做到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加强高校育人制度保障，

提升思政育人水平，善用巧用网络平台，依托文化载体，讲好中

国故事、开展好校园活动，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

学生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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