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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中学德育教育的策略与

方法 
季建锋 

（河南省鲁山县实验中学  467300） 

摘要：中学德育教育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因为中学阶段，是中学生个性化形成的阶段，也是价值

观和道德观形成阶段。在中学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避免学生被多元化价值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几个层次，因

此在教学中，不能简单地照本宣科，而是需要采用多种手法来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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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层面、价值目标和公民个人层面。国

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价值目标是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目标是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对中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养，就是让学生了解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他们的认同感，促进中学生在社会生活中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重要性 
中学生由于生活阅历浅，没有分辨能力，很容易被外来文化中的价

值观所左右，因此要及时培养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一）防止中学生被市场经济的负面性影响 

当代中学生出生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大潮中，和他们的父辈相比，

从小就具有良好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由于网络的普及，他们从小就

知道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被网络和生活中的负面

信息所影响。尤其是生活中，贫富差距让他们从小就对金钱的作用有深

刻的认识，富有家庭的孩子，在生活和读书方面都明显比家庭贫穷的孩

子优越，这种优越性会影响他们整个求学阶段。 

贫富差距使很多中学生产生自卑感，认为自己无论如何努力，也赶

不上富有家庭的孩子。也促使中学生将对金钱的追逐，当成人生奋斗目

标，忘记了作为社会建设者，应该具备的责任感。因此要在中学生进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避免他们成为

拜金主义者。 

（二）防止中学生被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随着网络化的发展，中学生通过网络接触国外传播的影视、小说、

音乐等文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而很

多西方意识形态和我国的价值观、道德观是严重相悖的，我国道德观提

倡的是个人服从大局，为了社会和谐，个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努力

做到适应社会大局，这就是重义轻利。而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追求的

是个人价值，认为天赋人权，追求个人价值是天经地义的，这就和“重

义轻利”相悖；在十八世纪，西方人为了实现个人价值，不惜牺牲其他

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利益，例如在美洲疯狂屠杀当地的

印第安人，将非洲黑奴贩卖到美洲，在他们意识里，都是天赋人权，这

也和我国主张的“和为贵”、“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相违背。 

因此只有在中学生中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学生明白我国传

统道德的优越性，才能更好地抵御外来思想的渗透。 

二，我国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状 
目前，我国中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着很多挑战，因

而严重影响了中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 

首先是网络的影响，中学生面对网络传播的信息，没有分辨能力，

只能全盘接受。他们接受的不是直接的西方道德和价值，而是通过动漫、

电影、电视、流行歌曲间接接受的，这些文化形式传播的意识形态很容

易植根于中学生思想中。 

其次是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当前的家庭教育中，家长要求孩子都

是通过学习，争取将来有高收入。有些父母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全部

寄托在孩子身上，不教育孩子具备社会责任感，连诚信友善这样的道德

观也不教育孩子，使孩子从小就缺少道德观培养。 

第三是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只重视文化成绩的提升，忽视道德素养

的教育。虽然有政治教学，但在教学中，教师重视的是考试成绩，强调

学生死记观念教条，没有将价值观和社会生活联系，造成政治教育和生

活脱节。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学德育教育的方法 
（一）教材生活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采用的是单独教学的方式，让学生学习

理论知识，这样严重妨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应该对教材进行改革，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转化成生活化教材，让学生通过不同的渠

道来接受，不仅要在政治教学中进行，还要渗透到语文、美术、音乐教

学中，让学生通过不同的方式间接接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通常是在政治课中进行，因而要改革政

治教材，将理论化知识转化为生活化知识，这样学生才会因为熟悉而感

兴趣。 

（二）学习形式多样化 

道德教育是个漫长浩大的工程，一年两年不可能让学生掌握。因此

在教学中要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例如将社会热点事件拿到课堂，引导

学生讨论和思考，让学生积极参与到网络讨论中，这样可以通过生活事

件，让学生在了解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社会道德的重要性。 

还可以通过新媒体教学工具，通过影视片段，来分析不同的价值观

产生的社会效果，让学生通过对比来感受不同价值观的优劣。 

也可以通过读书活动来开展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无论什么活动，

都要以启发学生思考为主要方式，杜绝口号式教学，高喊爱国，却不了

解爱国内涵，将移民，外出留学当成不爱国的表现，也会误导学生。 

（三）通过社会实践学习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还可以通过社会实践的方式，让学

生去工厂、农村、菜市场，通过实地体验，以及正反两个方面，来体会

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文明、和谐、诚信、友善的价值。文明和谐的社会

面貌，在菜市场、车站、交通要道最容易体现，不遵守社会道德的就是

文明和谐的反面教材，他们不仅影响社会治安，还容易给自己带来损伤。

而诚信和友善更体现在商场生意交流中，良好的服务态度，公平的价格

都是诚信的体现。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可以直观地进行体验，也能改善目前“两

耳不闻窗外事”的中学生现状。值得教师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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