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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法治教育的

耦合机理研究
赵晓薇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高校思政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法治教育的融贯耦合是新时代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相结合的必然要求。剖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法治教育融贯耦合的重大意义，探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与法治教育在理论、教学、功能、知行转化等方面的耦合机理，以期为新形势下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

新改革迈上新台阶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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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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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hieving the coherence and coupling between cultivation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s essential to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in the new era. Analyz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cultivation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nd exploring the coupling mechanism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theory, teaching, function, knowledge-action transformation, will establish a sound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to new phas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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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对时代新人

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即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面对新时代的新使命新任务，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上还

存在许多薄弱环节需要改进和加强。“00 后”大学生

依然存在重智轻德、重权利轻责任、重个人主义轻行

为规范等歪曲的思想观念。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引领以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道德底蕴，如

何通过核心价值体系、法治理念引导新时代大学生个

人的全面发展，如何让传统中国精神与社会主义法治

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得以更好的传播和融合，是新

时代高校思政课改革的新挑战和新任务。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法治教育融贯耦合

的重大意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以澎湃之势奔涌

而来，我国如何在“变局”之中巩固夯实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弘扬、倡导全人

类共同价值，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之策

的核心内容之一。与此同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

略布局稳步推进过程中，我国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中国之

治”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因此，新形势下

国家对高校人才培养的价值观、法治观塑造提出了新

的要求，新时代高校思政课也应随之创新变革。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法治教育的融贯耦合是充分凸

显价值教育与法治教育在新时代教育体系中重要作用、

全面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内在需要。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法治教育理论同源

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法治教育的

融贯耦合，从本质上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制度、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共同表达。

探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法治教育融贯耦合机

理，须追溯两者的理论渊源。

2.1 理论基础同源。价值观与法哲学方法论是关

于社会文明视野下德——法关系的生态合理性的方法

论与价值观。[1] 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发展史，春

秋、战国、秦朝时期历经德法分治导致“弃礼任法”、

甚至是依法缺德的现象 , 消解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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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此，德法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承继。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育和法治教育融贯耦合的理论基础是源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礼法融合”“情法互补”理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

耻、秩序、平等、和谐、正义等价值要素亦是新时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法治教育需要共同汲取、

传递的价值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遵

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呈现

出了新时代理论的同源性、贯通性。

2.2 理论导向同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国

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价值目标的凝练、整合和推崇，

通过构建人文精神和价值认同以塑造理想人格、凝聚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理论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实现国家治理

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的理论基石。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的法治价值要素与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

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密不可分，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理论也蕴含了民主、公平、正义、自由等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价值目标追求。因此，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国家

治理、对公民个体行为指引等方面的理论导向是一脉

相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法治教育的融贯

耦合是从理论要义、价值信仰、精神力量和行为规范

等方面进行多管齐下的引导与践行。

2.3 理论创新同源。构建准确表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话语体系，才可准确向大众乃至世

界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实践逻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理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逻辑、

展示了思想伟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成果

的集中体现和话语体系的优化发展。新形势下，促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法治教育的融贯耦合是创

新话语体系、讲好讲活讲深中国故事，增强话语体系

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之一。推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法治教育的融贯耦合，承继

中华优秀传统的方法论、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的独特话语体系，是在价值本位、法治理念等

方面创新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法治教育教学契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法治教育在教学上同

步塑造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法治观，具有鲜明整

体性、关联性，凸显了两者在教学上相互贯通的深层

逻辑。

3.1 教学内容融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中强调法治价值，注重培育大学生的法律信仰、法治

观念、规则意识，引导学生成为良好社会风尚的示范者、

维护者；在法治教育中注重现有法律法规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与弘扬，引导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法

治的崇尚者、遵守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法

治教育的融贯耦合立足于在教学内容上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转化为深入浅出的教学表达。“00 后”大

学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

者，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过程中的中国故事感同身受。因

此，高校思政课把中国故事讲得“深、活、真、透”，

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法治教育相关教

学内容的整体运用和交叉运用，重点突出道德法律化

和法律道德化内容的讲授，打破现有知识框架的壁垒；

以典型案例警示学生失德违法的严重性，从法治层面

对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正确引导、宣扬，

切实达到“说得清法、道得明理”。

3.2 教学模式聚合。高校思政课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育与法治教育的教学模式通常实行公共必修课

与通识教育选修课相结合，教材重点框架与国家政策、

社会热点相结合，道德价值剖析与法治案例探讨相结

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法治教育融贯耦合

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得以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与法治教育的融贯耦合按照“必修课—研究性学习—

社会实践”的教学步骤，遵循“自律—他律”“价值—

法理”协同融合的教学路径，发挥一体化教学、共情

式教学、互动型教学等不同教学方法的优势，切实提

升大学生的道德底蕴与法治思维。通过构建线上线下

课程互融互补、校内校外实践双轨并行的创新教学模

式，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法治教育融贯耦

合的专业性、多样性和感染力。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法治教育功能互补

社会治理的合理性 , 不是抽象的德治或抽象的法

治的合理性 , 而是道德—法律、德治—法治的生态整

合。只有将自由意志的善与恶、道德与法律辩证整合 ,

才能在文化精神的意义上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

整体的和谐发展。[3] 可见，德治与法治在国家治理中

相互依存、相得益彰。从人才培养来看，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与法治教育的融贯耦合在教育功能的实

现上是引导学生树立基本的行为规范，实现“软约束”

与“硬规矩”互为补充、互为促进。

4.1 价值观“软约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的目的是培养大学生自主建构成熟理性的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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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成为具有自我认知、自我约束能力的社会责任

主体 , 旨在唤醒学生的内在需求，实现“价值内化”

过程。以“德润人心”促使大学生不断地进行自我反

省、自我调控、自我矫正，形成价值引领的“软约束”。

针对当前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比如价值

迷失、道德失范等，应注重加强传统课堂教学中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在校园文化活动中营造

向上向善的道德风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

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化、

引导、浸润的功能，凸显其“软约束”的作用。

4.2法治“硬规矩”。维护法治的公平、正义价值，

其核心是维护法治的权威性和硬性底线，以其强制性

规范公民的行为。当今世界不同价值观念交融激荡，

社会深度转型发展对青年群体观念行为产生了深远影

响，道德滑坡、信任危机开始涌现。若价值观“软约束”

对于调整大学生处理社会关系、实施社会行为达不到

理想效果的时候，只能通过刚性的法治“硬规矩”来

守护价值观的底线。因此，增强法治意识、筑牢底线

思维显得尤为重要。法治教育是警示大学生行为底线

的“硬规矩”，以“法”之严苛明确大学生权责之底线。

4.3价值观“软约束”与法治“硬规矩”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是大学生行为规范底线之上

的信念教育和价值塑造，以柔性引导实现大学生行为

的自我调适。法治教育侧重于“权利—义务”的行为

底线秩序建构，具有强制性、谦抑性、规范性等特征。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与法治教育的融贯耦合，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成为指引大学生价值认同的“灯塔”，在“软约束”

下形成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健康人格的自我约束机制。

同时，法治教育强调“硬规矩”在行为底线、社会责任、

尊法守法等方面的强制约束力。因此，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育与法治教育的融贯耦合是实现价值观“软

约束”与法治“硬规矩”的辩证统一，更多地引导大

学生日常行为调整以内化于心的道德自律进行规范，

以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维护自身权利、承担社会责任、

拒绝触碰法律底线。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法治教育知行协同

推进高校思政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法治

教育的融贯耦合势必坚持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注重

理论引领与实践提升的关联性和耦合性，进行多元化

多方位多主题的知行教育探索。

5.1认知转化。认知主体以所面对的“环境-问题-

目的”作为初始的思维境况以及初步发现问题、预设

目标的约束条件 , 以拥有的主客观知识作先验条件 , 

有意识地从外部有关事物中获得全信息来融通自己的

情理器官 , 促进全信息与自己有关主观知识的融合转

化。[4] 高校思政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法治教

育的首要步骤是解决“知”的问题，把学理性、抽象性、

灌输性的理论知识升华成学生的“自知”，两者融贯

耦合的关键步骤是以“知”为抓手，深入解决“信”

的问题。“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

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5]

使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理论的理论认知上升为坚定的信仰，实现“明理——

笃信”的认知转化跃迁，激发大学生的情感认同和学

习动力。

5.2 知行转化。高校思政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与法治教育融贯耦合的基本路径是遵循“知识体

系—课程体系—能力体系”知行转化模式进行的。坚

持实践导向，科学把握德法兼修的实践要求，让学生

能够在实践中以更加开放、多元、宏观的视野看待个

体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深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利用丰富优质的法治教育资源和平台，切

实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思政课通过情景模拟、角色扮演、价值辨析、

法治辩论等情境化课堂教学，开展主题教育、课程实践、

榜样力量、参观研学等多元化实践教学，直面大学生

关切的重点、难点、疑点，着重剖析社会道德、法治

热点，旗帜鲜明地批判错误观念、错误行为，以内容

的新颖性、科学性、人文性和生动性，打动人、吸引

人和塑造人，让学生便于掌握、易于理解、乐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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