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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与

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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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维度提出当前号召，充分反映了国家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目标追求，对于我
体发展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力。针对现阶段思政课教学中存在的部分问题，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号
召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指引，建立健全高校思政话语体系，打造高校内价值观宣传平台，积极推进核心价值观与高校
思政课融合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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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 2017 年提出以来，在社会上引发了巨

大的学习浪潮，成为每一个公民都深刻学习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成
为了高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和主抓手。如何更好地利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影响和号召力，推进当前的思政课教育改革
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研
究对象，探析在此视域之下如何推进高校思政课程建设实践。 

一、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和重点指出的，包

括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
几千年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续发展和高度凝练，也包含着现阶
段中国发展所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建设社会主
义强国的确切目标，是中国的文化名片，对于我国未来的发展也有
着重要的引领意义。这一核心价值观同时也成为了学校进行思政课
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这一价值观也是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内
容[1]。 

二、现阶段思政课不足 
之所以要加强以核心价值观为指引的高校思政课程建设，是因

为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开展中存在着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进一步
解决和完善。 

（一）学生参与度低 
在大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往往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

专业课的学习上，对于思政课的重视程度不够。普通大学生都认为
思想政治教育课只是一门普通的公共选修课，其重要性远不如专业
课，因此常常敷衍了事。在这种思想下，思政课的课堂上出勤率、
参与度都较低，课后作业的完成也不尽如人意。大多数学生都不会
积极主动地进行思政课程的学习，而是整体处于被动地接受之中，
这样一来，学习的效果必将大打折扣。 

（二）教学效果不佳 
在大学生三观形成完善的关键时期，面对互联网大环境的飞速

发展和重大变革，有效及时地引导教育是十分有必要的。但是在实
际生活中，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常常处于课程边缘地位，明显
落后于社会的更新与发展，难以发挥思想价值引领的作用，思政课
程的引领力没有得以充分发挥，学生整体的思想道德素质亟待进一
步提高[2]。 

（三）教学流于形式 
在日常的思政课教学过程，很多思政课程的弊病在于课程往往

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并没有把课程所教学的内容贯彻落实到实践
之中，这样一来，思政课就没有真正发挥其指导大学生生活学习的
作用和效果。如何让思政课落地，成为当前思政课教育教学的重点
课题。 

三、推进课程实践 
新时代大学生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性时期，积极正确的引导

对其成长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坚持核心价值观为指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全体人民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力，尤其是对三观尚未完全形成的高校大学生。因此应该加快核心
价值观与高校思政课程相融合，用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进高校思
政课程的进一步改革实践。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校园文化建设
相结合、与学校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把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成学校整体建设的基础性工程，用价值观武装全体师生的思想，
用价值观引领学校思潮，在全校内形成学习、贯彻、落实的良好风

尚。 
（二）加强价值观与课程相融 
增强当前思政课教育效果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着

力点，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带动
当代大学生追求正能量。在校园课程实践中，加快核心价值观进课
堂，让核心价值观成为思政课堂教育的有力抓手，把核心价值观与
思政课的相关内容相结合，打造新时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
引的思政课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首先要符合贴近新时代大
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性格特点，传统
的说教宣传可能难以形成共鸣，教育效果不佳，应该更多的采用相
互交流、平等对话、沟通互动等方式进行隐形教育，潜移默化地强
化其理想信念，引导其正确使用网络，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和世界观[3]。 

（三）形成价值观话语体系 
网络新媒介的快速发展给当前宣传核心注意价值观提供了新

的方式和阵地，因此高校加快形成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
教育话语体系，借用网络热点事件、网络流行用语、模范先锋等事
件进行宣传教育，例如“十大感动中国人物”“正能量”“点赞”等
话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网络媒介的不断深化融合，不断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校园生活中的引领示范作用。 

（四）打造价值观宣传平台 
要积极打造高校内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官方平

台，大力利用网络时代新媒体的有效资源，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
短视频平台等大力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以及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高校的日常宣
传、热点引导、舆论监督之中，不断加强主流官方媒体的舆论引导
力和社会号召力，巩固壮大积极健康的主流思想，进一步占领网络
宣传新高地。让新时代大学生以更多方式、更多机会接受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从而进一步提高科学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
进行积极健康的大学生活[4]。 

四、结束语 
在新时代推进思政课程改革，必须要结合新时代特点，充分发

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影响力，突破现阶段教育瓶颈，切实
将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当成高校教育的重点内容，为国家发展培养
一批德才兼备的新时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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