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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面临的

挑战 1

（一）外来意识形态的渗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愈加紧密，特别是在全

球化进程中随着区域、信息之间联系的愈加紧密，国与

国之间意识形态之间碰撞会出现以下问题来阻碍社会共

识的凝聚。一是在不同文化与信息的碰撞中会产生本土

观念与外来观念、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相

互摩擦，在信息交流碰撞过程中部分民众理想信仰、人

生价值、生活方式、思维定式等受到外来意识形态的渗

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认同。二

是此外还有西方国家利用政治、经济与军事抢占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阵地，不断强调个体意识的增强，弱化对已

有社会共识的认同，以此来分化和削弱民众的信仰与追

求。就比如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西方国家歪曲事实，

杜撰抹黑我们国家，以此来甩锅推责。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就是对广泛个人价值观的高度凝聚，有了高度凝聚

的社会共识才能更好建设强大祖国。因此说，在国家发

展的进程中，就必须凝聚民众的社会思想共识来为国家

发展凝聚强大的发展力量。在此背景下，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凝聚社会共识的目标指引载体，凝聚社会共

识就尤为重要。

（二）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负面影响

作者简介：

袁英（1994.5—），女，汉，河南驻马店人，助教，农学

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宋冬冬（1992.3—），女，汉，河南驻马店人，助教，对

外汉语专业，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逐步完善发展，网民在网络上

发表言论的渠道不断增多，“网络上的声音”也扮演着

更加重要的角色，通过发起舆论来解决问题，比如受公

众关注度很高的微博热搜来获取关注度解决问题，网络

对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越来越显著。随着现代信息技术

传播，其负面影响也愈加突出，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

网络多元复杂的声音与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向人们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中渗透，这其中也有一些消极的、落后的价

值观在一些辨别是非能力不高的群众中传播，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可。二是一些别有

用心者通过网络营销来迷惑大众，曲解传统价值观，背

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阻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

聚社会共识的发展。三是网络舆论阵地的进入门槛低、

开放程度高，一些不法利益诉求者通过制造舆论来混淆

大众来达到目的提供媒介，网络也成为负面信息传播不

可忽视的重要载体。由现代信息传播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造成价值

共识的缺失，分散了社会共识的凝聚力。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面临的困境

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塑造民众价值，凝

聚社会共识，从而凝聚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

践行在当代中国任重而道远，仍然面临着多重困境，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宣传效果不显著。当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开展的如火如荼，开展的主体

主要是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主要是以考核或自上

而下的检查的方式来进行系列学习，系列活动开展较为

被动，特别是在最广大农村地区，宣传形式多为口号、

标语宣传，未能真正调动最广大群众的主体性与主动性，

且仍有少部分人群未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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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中；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形式。一方面在

宣传形式上更多体现为重视理论宣传，多为标语、书籍

之类的宣传，轻生活化与生动化的宣传形式；另一方面

宣传形式的设置上不能兼顾到各类人群，比如调查发现

农民工群体能接受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非常

受限。三是目前我市各种现象各种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现象仍有发生，例如，道路逆行、乱闯红灯、不

注重公共卫生等社会生活问题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

些不文明现象的发生表明，我国社会道德领域正面临着

艰巨的建设任务，道德建设仍滞后于经济建设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所以，我们要加快建设一个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相适应的新道德体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尽快扭转这种

因思想道德建设滞后而出现的道德失范、行为失轨现象，

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的路径选择

（一）以舆论为先导，形成正确的社会共识

首先来说，正确的社会共识对于社会共识的建设至

关重要。社会共识作为最广泛个人价值观的凝聚，本身

就具有隐蔽性，但时时刻刻都在对人的发展产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舆论与社会共识的形成，直接影响人们对扶

贫政策的认可与接受程度以及政策的执行效果。加强对

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设置宣传标语、宣传短视频

等形式加强群众对社会共识的重要性认识，通过营造良

好的大环境氛围来激发群众对凝聚社会共识的自发性和

积极性。

第一，树立典型榜样，发挥示范效应

通过媒体宣传发挥典型榜样示范效应，可有效改变

舆论环境，端正思想价值观念，引导人们正确认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二，矫正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失范行为

矫正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失范行为就是要其

激发羞耻心，增强个人文明意识、社会意识、国家意识，

传播正能量，让失范者有正确的内心认知，再到发挥社

会声誉、社会地位等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作用。首先，采

用积分兑换制调动个体的主动性。在各单位、社会组织

群体制定规则条例，若个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较

好，通过评价等级奖励对应积分，凭积分兑换相应奖励。

二通过设立红黑榜，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较为突出

者颁发光荣证予以表扬，反之予以公示批评，来激发其文

明行为。三是开通群众举报失范行为的通道，发挥群众监

督作用，通过舆论谴责和道德约束来规范失范行为。

第三，加强对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好不好，主要在于最广

泛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评价。具体涉及到开展方案评估、

方式方法选择、发展落实情况，这些都直接影响公民对

于建设效果的评价。加强对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

工作的透明度，确保工作更加便民高效。为此要加强对

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一是严格典型榜样的筛选，及时

公示评议典型榜样。二是创新信息公开方式，扩宽群众

监督渠道，比如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信息

公开网站，让群众知晓政策的具体内涵和要求等。三是

建立群众评议成效机制，开通建言献策的渠道，广泛收

集群众对于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现状的意见和

建议，集思广益更好促进工作开展。

（二）重视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

在发展学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同时，一并

重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使之产生三结合效益。学校、

家庭、社会每个方面的教育都有培养的侧重点，家庭应

注重性格习惯、生活态度等方面的培养，学校应强调知

识技能、思想理论等方面的教育，社会应重视社会交往、

社会适应等方面的习练。在接受学校义务教育的同时，

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不可或缺。针对部分家庭教育缺

失的现状，要加强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可以通过建立家校

结合，在学校教育的引导下，增强其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

动，家长要有意识地通过科学的家庭教育，在潜移默化中

培养子女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以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发展社会教育，可以通过当地政府和社会组织协调，

组织青少年到文化馆、少年宫、图书馆等机构参观学习，

加强对其社会教育。另外可以通过文明社区的宣传活动，

引导广大群众踊跃参与，促使广大群众在环境之中受到

熏陶、感染与启示教育，逐渐培养人们良好的生活习惯，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自觉秉承的道德准则。

比如我们驻马店正在开展的创建文明城市的活动，就可

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及积极性投入到文明城市

的创建中。通过三种教育的协调推进，重视全面素质教

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教育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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