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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长期坚持的重要战
略任务。同时处于中学阶段的学生身心快速发展，但还未形成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在适应中学生身发展规
律的前提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堂，对中学生价值
观的养成具有积极作用。

1　弘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源远流长的，不管是从人们

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或者是社会氛围和文化氛围中，我们都
能看到文化以隐藏在潜意识中的形式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产生的
各种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先进文化的凝结,同样具有
影响人们观念的作用。

一方面弘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中学生正确价值
观的形成。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学生接触信息的途径增多，西
方观念也进入中国，同时处于中学阶段的学生年纪尚小，身体
和心智的发展并不完善，无法准确辨别信息的正确性，容易被
错误观念误导和影响。所以部分学生在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多种思
想例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的影响下，缺少理想信念以及吃
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甚至产生了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的心理，崇洋媚外，夸大西方制度的优越性，贬低中国，缺
少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怀。

这种复杂的形式，对新时代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也作出了新的要求，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课堂，能减少不
良信息带来的影响，帮助中学生加强理想信念，对促进中学生价
值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弘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中学生远大目
标和理想的形成。国家的力量，民族的希望在下一代，在于青少
年。青少年是一个国家的未来，更是推动一个民族欣欣向荣的强
大力量。回顾历史，社会正是在一代代青年人的不断拼搏、奋斗
中逐步发展，当然青年的行为离不开他们在少年时期所确立的正
确价值观的影响。因此未来民族的复兴、国家的繁荣发展，仍然
需要青少年的参与，需要青少年有理想、有作为、有担当，更要
求青少年树立正确理想。

中学生作为民族的未来，要树立正确目标，并为之不懈奋斗，
为新时代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只有以正确价值观念作为
引导，正确的理想目标才得以树立，同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实现中国梦的力量源泉、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
力，能引导中学生自觉以中国梦中所蕴含的价值理想为追求，不
断增强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激发其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的奋斗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前进动力。

2　弘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需要遵从青少年发展规律。认知

理论认为，青少年的发展具有连续的、阶段性加强的特征，而心、
智的发展基本是共同进行的。就个体心理发展来看，青少年更强
调自尊需要而青年则倾向于成就需要；就个体智力发展来看，青
少年智力发展需要经过浪漫、精确和综合运用三个阶段，其中中
学时期主要是处于“精确”阶段，“教育的全过程受这三重节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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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个人理想的树立和行为举止离不开价值观念的引导，中学生正处在身心快速发展的阶段，他们的价值观正处于形成的
关键性时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深厚的道德力量和高尚的精神品质，有助于引导中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有助于为祖
国建设发展培养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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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因此教育活动的实施必须与青少年的认知发展相一致，遵
从青少年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

除此之外，还要遵从青少年价值观形成规律。还要柯尔伯格
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认为:青少年的道德认知会经过3个层次6个
阶段的发展，具体表现是：伴随着年龄的变化，由低到高、由量
到质、从渐变到突变，这种顺序既不会更改，也不会颠倒。

而“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所以青少年价值观发展
规律与柯氏的道德发展规律具有相同性，即随着心智的发展，个
体价值观会按照一定的顺序和规律，由低级到高级、由感性到理
性逐步发展形成，整体呈现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具
体来说，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价值观萌芽时期，他们开始产生

“自我”意识，开始对个人在社会上的位置进行思考；高中阶段的
学生处于价值观形成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思维能力的提升，
他们开始用理性思维对重要的人生价值观问题进行思考。因此，
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个体拥有各自的价值观特征和价值观发展任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否取得好的效果与教育内容是否符合
学生价值观发展的年龄段特征息息相关。所以弘扬和培育青少年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以青少年价值观形成规律为前提。

3　弘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首先创新课堂教学模式。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思想政治课的内容对于好玩好动的学生来说稍显枯燥，尤其是初
中课本的法律知识和高中所讲的哲学，内容深奥不容易理解，这
种情况下教师可以在教学方法和内容上进行创新，灵活运用多媒
体技术和现实中的事例，将知识点和故事结合起来，在适应学生
认知规律的前提下，将学生的注意力转移到课堂当中，使他们在

“新奇”情绪的引导下逐渐加深对政治课的兴趣和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认同，潜移默化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帮助下，正
确的认识世界，并树立正确价值观念。

其次运用分层教学，青少年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认知特
征和价值观形成规律，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个体之间的差
异越来越明显，思维方式也从感性转为理性，面对这一事实，“一
刀切”的教学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很难保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达到最好的效果。所以应采用分层教学
的方式，确保学生在不同阶段都能学习到与该年龄相对应的内容，
并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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