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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社
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其思想道德和行为习惯至关重要。因此教师在管理学生过程
中，不仅要重视日常的理论教育，同时还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从小处抓起，从细节入手，
加强对于学生道德思想道德行为的培养，使学生养成一个正确
的价值观点。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学生日常管理的概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时代的主流价值体系，主要以国

家、社会、公民三个层次展开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
会主义体系的核心内涵，反映了当下时代的基本要求，是对整
体社会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建设目标，在整体核心价值观中占据重
要地位。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社会层面的要求，
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对公民的
要求。当下社会环境趋于复杂，大学生所接受的信息五花八
门，容易对大学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作为思政教师，要
关注大学生的成长，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生活化，情景化，
以细节入手，准确分析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主动适应时代的变化，
积极利用新技术开展线上教学平台，将核心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入
大存入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思想觉
悟和政治水平。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日常管理的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于我国整个价值体系的浓缩，它能

够确保党和国家对于高校意识形态与科研教育的领导权。将社会
核心价值观渗透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能够确保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有效落实。高校作为意识形态较为复杂的阵地，大学生思想
较为活跃，而将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入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能
够帮助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培养社会主义
接班人和建设者，确保社会主义建设后继有人。大学正处于人生
发展的关键时期，将社会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的教学科研，社团
活动、宿舍生活等方面，能够使大学生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弘
扬社会正能量，使学生养成一种积极向上、团结友爱的态度，避
免理论教学的枯燥乏味，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增强学生的
核心竞争力。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日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1学生自我意识存在矛盾
大学生正是自我意识产生矛盾的时期，大学阶段，学生已经

有了独立自主的人生观、价值观。而部分学生在入大学之后才真
正离开了父母的管束，自我意识逐渐开始觉醒，开始对于传统的
教学模式产生质疑以及批判，但由于大学生与本质上仍然属于学
生，缺乏经济能力，在专业学习、就业选择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
问题。此外，大学生活主要围绕教学展开，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容
易随波逐流，盲目跟风现象严重，一旦遇到问题，经常会不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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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甚至会走向极端，出现违法犯罪的行为。
3.2辅导员工作比较复杂
高校的日常教学较为宽松，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由辅导员承担，

但辅导员一人要面对多个班级，在工作过程中还要负责党团务建
设、班风管理等，在学生的日常管理过程中，难免照顾不周，学
生遇到问题时，缺乏倾诉对象，很容易产生极端心理。

3.3教学缺乏实践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性、理论性较强，而大学生的日常

生活较为丰富，可以包括科研学习、社团生活、寝室管理等不同
层面。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大部分是以马克思主
义、辩证法为主题，理论性较强，学生缺乏实践经验。思政教师
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在日常教学过程与学生的互
动不足，学生疏离感较强。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日常管理
4.1统筹多方主体的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高校在

建设过程中，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学生的个人成长，充
分发挥大学生群体的主观性和能动性，主动挖掘大学生身上的优
秀品质，积极弘扬社会正能量，引导学生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
对生活。借助思政教师、辅导员、班干部三方力量，构建一个体
系化的管理模式，加强对大学生的正确引导。

例如，高校应该鼓励辅导员主动与学生交流，明确日常管
理中存在的问题，辅导员作为与学生接触最多的教育工作者，可
以开通线上渠道，回复学生的留言，帮助学生解决日常生活中存
在的问题。而思政教师作为职业化、专业化的思想教育工作者。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应该确保理论联系实际，讲解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后面的深刻内涵，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大学生在为
人处事、科研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高校也要完善班级文化建
设，充分发挥班干部、党员同志的榜样力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渗透到每一位同学的内心中，召开以社会核心价值观为主题
的班会，要求每位选择学生自己最有感触的关键词给出自己的心
得体会，通过常态化的学习机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

4.2开展个别化教育
大学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要职责，不仅负责日常的教学工

作，同时还要给学生提供饮食、住宿等后勤保障，从而构建一
个完善的生活教学体系。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明确指出了日常生活
是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日常生活能创造力历史，因此高校要
加强对学生日常习惯的培养，使学生养成正确的政治观点和文化
意义。相对而言，大学又一个开放又包容的环境，学校在教育
过程中要注重学生之间的个人差异，以学生最为关心最现实的生
活问题出发，缩短学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间的距离，加强
学生民族自豪感、职业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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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数的理解从直观的水平提高到半抽象的水平，进而有效提高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8  敢于提问，培养探究意识
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创设和谐的学习环

境，让学生敢于提出问题，哪怕问题不合理，甚至是天马行
空，教师也要鼓励学生勤于思考，敢于提问，保护学生求知的
欲望。同时，教师要教会学生寻找问题的方法，让学生在思考
的过程中有问题可问，并引导学生探究问题，如果他们能积极
思考进而能够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会极大地促进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

例如，在教学《长方形面积的计算》一课时，教师先让
学生准备了12 个边长为1 厘米的小正方形，让学生分组操作，
将小正方形拼成一个长方形并计算面积，学生经过小组讨论后，
将12 个正方形摆出了三种长方形：第一种长是12，宽是1；第
二种长是 2，宽是 6；第三种长是 3，宽是 4。这时，教师让
学生针对面积提出不同的问题，有的学生提出：“新的长方形
面积和小正方形面积有什么关系？”有的学生提出：“三种不
同长方形的面积相等吗？”有的提出：“长方形的面积和什么
有关系？”学生开始了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他们畅所欲言，
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有的学生说和长有关，有的学生说和宽
有关，还有的说和小正方形的个数有关，，教师让学生自己动
脑思考，动手计算，最后经小组讨论、归纳，总结出长方形
的面积可以直接用长乘以宽来计算。

案例中，教师留给学生思考问题的时间，让学生敢于提
问，并留给学生探究的空间，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的
问题及探究方式，让学生体会到探究学习的乐趣，逐渐培养学
生的探究意识。

9  课前预习，感受数学知识

在小学阶段课前预习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将要学
习的知识内容，让学生对不懂的知识有重点地听讲并提出疑问。
在预习时，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能力及教学内容，按照由浅入
深、由易到难的顺序，循序渐进地带领学生预习，帮助学生规
范预习模式，引导学生将教师的学习方法转化为自身的学习方
法，让学生在预习中发现问题、寻找答案，这有利于激发学生
的求知欲望，感受数学知识的魅力。

案例中，教师从预习角度对学生学法进行指导，能让学生
的预习有明确的目的，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能帮助学生养成良
好的预习习惯，有利于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提高课堂教学
质 量 。

总之，小学数学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不要一味地对学生
进行知识灌输，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自主探究，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
力，推动学生的良好发展。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
要加强教学能力的提升，加强问题情境教学，激发学生的积极
性，加强合作教学，引导学生在合作中进行探讨和学习，还要
注重对学生进行积极、有效的评价，从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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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自觉追求，养成正确的家国情怀，例如，
学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可以围绕着考研、就业、出国、
创业、恋爱等方面，加强对大学生的生活教育、职业教育、人文
教育，通过经典的案例，使大学生珍爱生命、珍惜生活、学会感
恩。积极邀请知名校友到学校进行宣讲，弘扬社会正能量，使优
秀事迹深入人心，关注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痛点问题，及时解决
宿舍班级内存在的矛盾，舒缓学生的心理压力，为学生排忧解难。
此外，高校也要结合具体的专业特色，明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知
识结构的差异性，开展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在
管理文科学生时，相对而言，文科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
解面更加广、层次更加深，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要鼓励学生进行广
泛思考，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生活之间的作用，引导学生
以更高的维度去看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而
理科的学生思维偏向于逻辑性和顺序性，因此教师在教育过程中
应该扩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性，有选择性的进行教学，
确保教学的有效性、针对性。

4.3完善日常的实践教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是爱国，诚

信，敬业，友善。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因此教师要注重社会实
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落入到实践生活中，降低学生
的理解难度，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生活，在实际的社会生活
中，明对错，辨真伪。利用建军节，建党节，劳动节，三八妇女
节等重要纪念日，引导学生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增加时代的厚
重感，提高德育教学的感染力，加强对于学生的文化教育，在

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与政治觉悟。
例如，高校可以定期组织志愿者活动、社会调查、实习等

多种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自身感悟，增强自身的
理念。高校要充分发挥顶岗实习对于学生敬业精神的培养，顶岗实
习是学生到真实的岗位中去锻炼，在此过程中加强学生对于本职业
认识，将理论与知识结合起来。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培
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更要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只有拥有良好的道
德水平，才能够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一项工作。提高学生的整体德育
素质，使学生获得开阔的视野，树立平等多元的价值观点。

5　总结
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

摇篮，要明确立德树人的基本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大学生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明确学生存之间的个体差异，强
化社会实践，达到预期的人才培养目标，帮助大学生拥有一个
正确的价值观点和职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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