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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心理认同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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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225300） 

摘要：时代在更新与进步的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需迅速转变自身发展路径，为满足时代发展需求，培育践行大学生核
心价值观尤为重要，并在培育过程中，认真分析大学生的心理、行为特点，从而确定良好的培育路径，为增强培育、践行的实效性提
供强有力的支持。此外，还需认真调查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状况，并深入了解大学生的心理认同程度，而在强化大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时，需融入与爱国、友善相关的教育工作，注重对大学生精神文明的引导，最终实现创新培路径与践行方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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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备受社会过界人士的关注，这会

在很大程度上推进核心价值观培育与发展进度，那么大学生作为祖
国的后起之秀，是社会未来发展的希望与动力，其身上肩负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在当今世界格局不断改革与变化的基础
上，如何在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的前提下，引导大学生
树立良好的人生观念，已经成为当前高校教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1.调查结果分析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较高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程度排名是从个人到社会

再到祖国层面，这可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直觉进行有效验证。此外，
核心价值观还分别从认知、认同、践行等层面分别概括了祖国、社
会以及个人的价值取向，其不同层面均有不同的关键词，因此，这
一系列不同观念可对大学生有着较强的吸引力。 

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存在明显差异性 
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进程中一直处于主体地位，

但是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大学生年级、专业、家庭背景
等，因此，也会导致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程度上有着很大的
不同性。通过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差异性进行对比，其对比结果表
明，由于大学生专业类别的不同，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状况也会存
在显著差异性，其中以文科生的认同度最高，接下来是理工科学生，
最后是其他专业的学生。那么出现此种结果，就可准确说明大学生
对核心价值观认同程度与自身专业性有着紧密的联系[1]。 

1.3 价值观念存在多元化现象 
在调查多个项目的过程中，会出现标准差较大等情况，这就足

以说明，被试者在此类项目上的得分分布较广，并会在一些问题上
体现出大学生多元化的认知程度。现如今，一部分大学生会存在对
社会认可度不高、质疑社会诚信、知行脱节等情况。 

2.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探析 
2.1 强化爱国爱党教育 
大学生在成长历程中需具备自身信仰，信仰则是大学生追求美

好事物的内在动力，近些年来，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均是党和人民
群众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是提高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认知的重要前提，并在此过程中培育、践行大学生良好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需在强化祖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基础上，使
后代人们传承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爱国情怀，并积极借鉴一些爱国教
育元素，在创新传统价值观念的基础上，为传统爱国情怀赋予崭新
的精神及意义，并可此过程中根据大学生内心感悟，对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起到积极性作用。其次，应为大学生党员群体吸引众多的优
秀学子，在完善党教育培训体系基础上，深入落实大学生党性教育
观念，并对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了引导性作用，通过实践
与示范，增强对大学生的影响力，从而使大学生更加认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2.2 完善和谐友善教育 
和谐友善教育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前提条件，同时也是体现

祖国文明、富强的主要途径。现阶段的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受到
父母的重视度较高，这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大学生们性格独

立、鲜明的特点。那么在群体居住生活中，大部分学生均表现出以
自我为中心，待人不够友善，有调查显示，大学生对和谐社会的认
同度相对较差，因此，在培育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应积极
倡导和谐校园文化，进而为构建和谐文明的校园提供便利的条件。 

2.3 注重文明诚信引导 
文明诚信对培育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起到了积极性的作用，同时

也是建立良好道德观的基本条件。现如今，文明诚信不仅仅代表着
大学生的自身素养，也是其日常生活中得到尊重与认可的前提条件
[2]。有调查表明，一大部分大学生会受到社会中不良因素的影响，
例如：抄袭、作弊、拜金等现象越来越多，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出
现道德滑坡现象，所以，在学校日常教育管理中，一定要注重文明
诚信的引导，通过开展以文明诚信相关的教育活动，为提高大学生
道德素养奠定良好的基础。 

2.4 创造公平正义氛围 
在建设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公平、正义的体现至关重要，

既是建设特色社会的根本前提条件，也是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重
要基础。现阶段，大学生强烈要求社会的公平、正义，那么培育大
学生核心价值观，公平、正义文化氛围的融入就必不可少，从而一
步步引导大学生们通过自己努力去实现自身理想。 

2.5 创新培育和践行方法 
要想有效践行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就需在传统方法上，有效结

合新时期的发展问题，对教育方法不断创新与完善，通过拓展培育
渠道，提高培育工作的实效性。那么在网络平台日益发展的背景下，
微博、微信等媒体均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型载体，对学生有着较强
的吸引力，是实现弘扬核心价值观的目的。此外，教学人员还可针
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与学生们进行讨论，还可将这些问题制作成图
片、短视频，既达到了传播正能量的目的，又可提高大学生的积极
性。同时也可对身边典型事例展开讨论，通过在网上的自由互动，
使大学生明白榜样就在身边，这可在无形中培育学生的核心价值
观，而榜样人物也可在学生互动的过程中得以升华，一改以往“高
大全”的人物形象，进一步形成舆论引导的新型教育模式[3]。 

3.结束语 
由此可知，要想更好的培育践行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提高大学

生对价值观的认同度必不可少，并在认知、评价、选择的过程中，
将社会提倡的价值观念转变为自身的价值取向与信仰，并会对大学
生日常行为及生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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