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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背景下“00 后”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现状
与策略研究

程翔宇　秦　弋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飞行技术学院，四川 广汉 618307）

摘要：多元文化现实背景下的社会发展形势与时代要求在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感召下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提出了更高

要求，如何抵御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种挑战并充分利用好其教育价值更是教育实践中不得不解决的现实问题。通过调查发现目前“00 后”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情况整体良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和践行情况尚可、多元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存

在影响，因此在未来应当直面多元文化的教育意蕴，不断提高学生的“理性认知”、立足实际创造“融合”的教育氛围，不断促进“情

感共鸣”、把握特点实施“精准化”的教育干预，不断加强“信仰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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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作为

中国梦的“逐梦者”、民族发展的未来希望、社会发展的中坚力

量的大学生其价值观的养成便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00 后”大

学生，按照自然法则他们正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亲历者与见证者。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

息时代的到来，我国已经步入了多元文化社会，而多元文化的发

展不仅是社会文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其所带来的多样价值观念

也不可避免的强烈冲击着人们原有的价值体系与实践行为，对于

“00 后”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带来深远影响。因此在多元文化背

景下探明多元文化的教育意蕴，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大

学生特别是“00 后”大学生价值观养成的作用力就显得意义非凡。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某省 6 所本专科院校的“00 后”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式抽取了不同专业的 30 个教学班为研究样

本，以网络调查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1140 份，回收问卷 1140 份，

问卷回收率为 100%，剔除无效问卷 37 份，有效回收问卷共 1103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6.75%。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五点量表法与问卷调查法，在借鉴参考相关

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专家意见，汇编了《大学生价值观教育调查

问卷》，问卷由“基本情况、价值观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情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和践行情况”3 个部分构成。

“基本情况”与“价值观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情况”

均为单项和多项选择，“基本情况”的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及

家庭背景情况；“价值观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情况”

的内容包括教育目标、教育手段、教育方法、多元文化的影响等。“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和践行情况”则根据李克特自评式五点量

表法，按照对应程度由高到底分别记 5-1 分，根据得分高低说明

相应程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和践行情况”的内容包括

国家价值、社会价值、个人价值三个维度、12 项内容、24 个指标。

问卷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作为信度检验指标，通过检验发

现问卷整体 α 系数为 0.958，这说明本次问卷调查具有较高信度。

而效度方面则采用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通过检验发现

问卷整体 KMO 值为 0.966，Bartlett 球形值为 25070.372，说明本

次问卷调查的各项指标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问卷整体效度较高。

在问卷回收之后，用 spss24 软件对获取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与处

理，所有数据均保留小数点后 2 位。为了便于理解，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和践行情况”中，分值 4.50 以上视为“优秀”、

4.00-4.50 视为“良好”、3.00-4.00 视为“及格”。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情况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情况整体良好

价值观教育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情况整体良好。在调

查中，超过了 85% 的“00 后”大学生对于目前的“价值观教育”

非常满意，超过了 95% 的“00 后”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培育”非常重视，80.42% 的学生“知道且清楚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仅有 0.18% 的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及其具体内容“不知道、不清楚”。

2. 学校教育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要渠道

目前传统的学校教育仍是价值观教育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的主要渠道。在调查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党团培训或

学校组织的宣传活动”等传统的学校教育手段仍然是“00 后”大

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最为主要的手段，虽然“手机”“网

络”、等现代传播媒介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学生的认知渠道

与信息来源，但与传统的学校教育相比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培育中似乎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和践行情况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情况

“00 后”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认同度较高，

但关于“民主”“和谐”“自由”的价值认同仍需加强。在调查中，

从整体上看“00 后”大学生三个价值层面的均值及 12 个价值维

度的均值都超过了 4.5 达到了“优秀”水平。而横向比较“国家”“社

会、“个人”三个价值层面的均值后发现，“个人”价值层面的

均值达到了 4.8 为最高，可见“00 后”大学生对于“个人”价值

层面的认同度最高。但细化到部分价值维度上，“民主”“和谐”“自

由”三个维度的均值却均未达到 4 分，标准差更是超过了 1.1，可

见“00 后”大学生关于“民主”“和谐”“自由”的价值认同仍

需加强。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情况

“00 后”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情况整体较

好，但在“诚实与守信”“仁爱与友善”方面还需加强。在调查中，

从整体上看“00 后”大学生在各个维度的均值均超过了 4 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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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践行情况良好，其中“法律与规章”维度的均值最高达到了 4.8

分，为所有维度中践行情况最佳。但是横向比较可以发现，“诚

实与守信”与“仁爱与友善”两个维度的均值才刚刚达到 4 分，

甚至部分细化指标的均值在 3 分以下，可见“00 后”大学生在“诚

实与守信”“仁爱与友善”的价值践行方面仍需加强。

（三）多元文化的认知和影响情况

1. 多元文化的认知情况

“00 后”大学生对于多元文化的认识整体尚可，但“理性认

知”仍需进一步加强。在调查中，81.3% 的“00 后”大学生表示

“知道并接触过多元文化”，超过 70% 的“00 后”大学生认为“多

元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具有积极意义”，但仅有

49.1% 的“00 后”大学生表示“知道并理解多元文化的真正含义”。

2. 多元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影响

大部分“00 后”大学生能够意识到多元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育的影响，但如何帮助他们积极应对多元文化所带来的

不同影响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调查中，76.3% 的“00 后”

大学生认为“多元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有影响”，

51.4% 的“00 后”大学生“能辩证的看待多元文化所带来的的积

极与消极影响”，通过线性回归也发现“00 后”大学生对于多元

文化的不同认知态度，对于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

情况均有显著影响。但仍有少部分学生不认为多元文化对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存在影响，且超过 30% 的学生并不能正确

的认知多元文化所带来的影响，43.8% 的学生表示“面对多元文

化并不知道应该如何积极面对”。

四、策略与建议

（一）直面多元文化的教育意蕴，不断提高学生的“理性认知”

高度的“理性认知”是实现价值认同的基础所在，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应当是从“课堂内化培育到日常外化践

行再到终生自觉追求的长期递进过程，”是建立在个人认知基础

上的“理性认知”的不断提高进而达到价值认同乃至价值践行的

过程。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应当帮助“00 后”

大学生直面多元文化所蕴含的教育意蕴，挖掘其中所蕴藏的教育

资源，一方面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理解多元文化与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共生”关系；另一方面立足多元文化的教育

意蕴不断拓展教育途径，运用所蕴藏的教育资源帮助学生理解多

元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间的“共存”关系，从而帮助学生

正确的认识理解多元文化，助推学生“理性认知”水平的不断提升，

从而加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二）立足实际创造“融合”的教育氛围，不断促进“情感共鸣”

“立足现实、照进现实、改变现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赢得当代大学生认同的前提条件”，应立足“00 后”大学生的生

活实际与多元文化侵染下的社会现状，不断缩小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其“价值理想”与学生“生活实际”间的距离。一方面通过

不同文化下的横向对比，结合“00 后”学生生活实际以帮助其明

辨文化霸权、文化消费主义等不良文化的文化倾销；另一方面厚

值文化土壤激发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认同，通

过制度体系的完善、校园媒介环境的净化、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砥砺革命文化的弘扬等方式开拓社会主义文化新阵地、坚定文化

方向，“以主流文化的主流化，真正成为引领国家精神生活的力量”，

创造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教育氛围，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价

值理想”与“社会现实”间的关系，从而帮助学生树立国际视野、

明晰世情国情、感悟传统文化，以抵御不良文化与文化霸权的侵袭，

进而增进情感认同并不断增强其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

感共鸣”。

（三）把握特点实施“精准化”的教育干预，不断加强“信

仰积淀”

“对大学生来说，要形成稳定的核心价值观，就必须经历从

价值认知到价值认同再到价值信仰的思想演变过程”，故把握“00

后”大学生的特点与需要，针对不同培养问题与需求实施“精准化”

的教育干预，不断加强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积

淀”。一方面对于可以明辨多元文化所带来影响的学生，应着眼

于加强对多元文化教育意蕴的运用，不断发掘教育资源、拓展教

育途径，将多元文化合理的运用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来，

即融入到“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的全过程；另一方

面对于尚不能正确明辨多元文化所带来影响的学生，应当重点培

植其对于多元文化的正确认识与科学态度，不断增强其对于不良

文化的抵御能力以防止如“资本与文化结合后产生的文化消费主

义对大学生价值观造成扭曲与错位”，从而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系统学习与体悟，领会价值真谛、加强信仰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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