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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振兴民族的主力军，

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栋梁，所以在这个时代，

要对高校大学生的自身思想素质有所要求，要激活他们的责任使

命感，激活他们振兴民族的意识，要培养他们的能力，因而要

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放在高校的思政教育当中去。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价值引领

1.1有助于民族复兴意识形态的加强

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

族之间的思想价值观念的碰撞有愈加频繁、愈演愈烈之势。不

同的价值观念之间相互影响，有一些新自由思想主义的快速扩

张、一些新旧思想文化组合的广阔传播，那些负面的具有不积极

意义的价值观念可能正在影响着我国高校的学子，一些别有用心

的国家甚至企图通过某些不正当手段去试图瓦解别的国家的学生

价值观念理解和信念。

对此，我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融入到高校的思政教育

当中来，就起到了警醒提示、强魂塑形的积极作用，也培养了我

国高校学生的民族使命感。另外一点，高校当中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教育和培养还将能够推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和

发展，也利于将其放在我国立场的主导地位。高校学生在日常的

学习生活当中一定要重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要有一个正

确的文化立场和意识，要懂得抵制外来负面文化的渗透，要自立

自强，与腐朽的思想价值作斗争，在当下的时代中去传扬我国的

优秀文化思想。

1.2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是在当下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

有力武器，对于推动高校学生的政治启蒙有着推动作用。所谓大

学者，研究高深之学问者也，高校亦是如此，它有着广泛地域、众

多领域的学生，是各个国家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进步和发

展的主要场所。高校的大学生是高校进行教育的对象同时也是一

个自由学习的主体，更是可以理解为当代的高校学生便代表了自

身国家的思想文化。正因为是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来的价值引领也就凸显了出来。

近些年来不容乐观的是，各种社会文化和思想的潮流也在影

响着我国的一些高校的学生，这已经成为了高校教育的一种“现

象”。在我国高校的教育层面当中，有一些西方的价值观念被一些

高校学生认同、传播和讨论，在慢慢地蚕食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思

想。若对此事放任不管，那么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就会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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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在这个当下的文化潮流当中，就会变得没有影响力、没有

说服力。因此，在我国的高校政治教育当中就应该体现出社会

主义核心观念的价值来，让高校学子继承发扬我国的思想文化，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观念付诸于实践中来。

1.3有助于培育优秀的国家建设人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优秀传统文化，

是我国民族精神和当下时代精神的融会贯通，是我国社会主义发

展的强大动力。在如今这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进一步发展更是离不开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去传承社会

主义核心观的精神价值，能够牢记使命、初心不改，才能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高校大学生是我国人才培养和建设的主要来源，这对于国家

和社会的进步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所以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

育当中去融入贯通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是特别有意义的，培

养高校学子的价值观念，在一定意义上这也会影响到我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高校学子众多，人人不同但其思想要相同，要

培养人才，要致力于培养有着坚毅精神的、坚定社会主义的、坚

持社会主义信念的、具有文学知识的新时代人才[1]。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融入途径

2.1借助载体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中的路径可

以选择把显性和隐性的教育相结合，这是当下在我国的高校中被

公认的一个较为有效的教育途径。那些探索者把这条路径的可行

性和优越性进行了一些概括。首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可以

通过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去渗透到高校学子的思想当中去。因为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在我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当中演变而来

的。如果想要去确保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能够有效的贯彻到学

生的思想当中去，必须要从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吸取养分，

从而焕发勃勃生机。但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不等同于社会主

义的核心价值观念，两者还是要区分开来，在培育学生社会主义

思想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实际。

其次，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高校思政教育也主张用

革命红色文化去开展，传统的红色文化不仅仅是现在高校开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途径和手段，更是每一个高校学子的思

想“源泉”。然后，在高校的思想政治的课堂上，要将思政课堂的

教育体系进行重新整改，使其能够充分培育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

观念。例如是一些教师开发的“互联网+”的思想政治课堂教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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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化、思政隐形化，这样才能让学生成为心系国家、社会并有
时代担当的创新人才。在教学方法设计过程中，需要依照大学
生兴趣爱好广泛、思维能力强、活泼好动的特点逐步进行课堂
讲授，案例分析、情境创设、角色扮演，将各种教学活动有
机地融为一体，将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在实践当
中，激发学生的积极性，通过灵活多样的方法，让学生在实践
当中体悟，同时将课程思政内容融入人生观、价值观，真正实
现思政知识的有效内化。比如说，在今年的新冠事件当中涌现
出如很多杰出的先进人物，可以在授课的过程中，引入《第76
天》。在《第 7 6 天》中，作者着力刻画武汉“封城”至解
禁76 天里的世情人心，面对疫情中国人民不屈的力量，各地人
民众志成城援助湖北的国家大义、同胞之情；写出了2020 年中
国抗疫这一国家伟大复兴道路上的艰难时段，以及这个时段里一
幕幕洪波涌起的历史大风云。这个文学作品将一段重大历史从生
活中打捞出来，这不仅是作者对自己的交代，也是对我们时代
的交代，可以在课程实践当中设置一些活动与这些先进人物的事
迹结合，分析这些英雄人物的心理特征，在此过程中对学生进
行思政教育，潜移默化地将思政教育内容抒发出来，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准确地把握思政教

育的方向。正如某评论家所说“站在时间的背面，历史正从庸
常的生活中呈现，平凡的事物被赋予意义，就像俯瞰山川地
理，看见那个拐向”。这不仅是作者对自己的交代，也是对我
们时代的交代。

4　结束语
在新时期，对高校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有机融入

课程思政的相关内容，通过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课程思政的结
合逐步使文学教育的课程更充实，丰富教学方法，加强教学模
式的创新，对学生进行引导，让学生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实
践能力的同时，又提升自身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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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通过网络和信息，让课堂去充满活力，让课堂产生思想的

火花。高校学生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激发和培养是应该

去使用新型的“网络思政教育”体系，去形成一个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全新面貌，长久地去打造和提升学生们对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念的理解和实践。

2.2 是“以学生为本”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中的路径也

可以选择凭借“以学生为本”去开展对高校学生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念的培育。首先，要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在高

校学生当中的影响力和认可度。这就要求我国的高校对于学生思

政思想及价值培育的规律有一定的掌握，然后再推进相应的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也就是说我国的高校应该要去把握大学生的心理

思路和想法特征来对其展开核心价值观念培育的教育活动，加强

高校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掌握程度，让他们传

承和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次，在开展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过程中一定要把价值观的

实践教育放在第一位，实践出真知，理论只能作为实践的依据，

并不能作为思政教育的主题。一些学者指出，高校大学生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教育是根据“以人为本”的原则条例去开

展的，要联系并且去尊重大学生的实际日常生活，所开展的实践

教育活动要能够是学生得到身心的提升和充实，要能够使高校学

生明白肩上的使命和责任。最后，高校学生的价值观的培育还要

再向着生活的层面深层迈步，要十分充分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到学生的生活中来，要渗透到学生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使其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相应的高校在实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政培育工作时，要提高手段和方法，把观念

融入课堂、实践教学中来，努力达到更高的教育层次。

2.3提升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

运用

在当今的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要想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念更好的融入到高校的思政课堂当中来，就必须能够将传统的中

国文化运用到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观念中来。我国的优秀传统文

化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方面

具有十分明显有效的推动作用。一些相关知识的学者指出，我

国的高校在之前的历史当中出现过许许多多的优秀的教育方法和

模式，这些随着时间的积累和沉淀，都慢慢体现在了我国的传

统文化当中，即使是在今天，对于高校的教育来说依然具有十

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是培育高校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

不二之选。但是就当下的形式而言，传统文化在高校学生的心

中并没有太大的分量，也很少有学生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去，所以要加大传统优秀文化在核心价值观的

培育当中的力度。

当下是一个网络的信息时代，将传统文化的实践利用新媒体

等网络手段引进到学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养中来也不失为一个

好的选择，这样也开拓了新的实践教育路径，如果网络媒体成

为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教育工具，那么可以极大

地提高学生上课的兴趣，进而提升高校学生的核心价值素养。

高校大学生有着不一样的感受，去思考、去实践，从而有利于

他们掌握践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2]。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进和融入到高校课堂的

思政教育中来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的道路，

在未来高校学生便是我国实现民族复兴、中华崛起的主力军，

所以在当下要培育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让他们的综合

素质不断得到提升和发展，让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昌盛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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