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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我国文化、价值观念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它的对外传播是文化对

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来华留学生群体庞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来华留学生教学过程是推进我国文化“走出去”战

略、提升文化自信的载体和支撑，此举对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意义重大。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来华留学生教

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融入来华留学生教学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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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上正式提出，要“倡导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整合了国家目标、社会理想与个人修养，是个体成功、社

会进步与国家富强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我国文

化、价值观念的高度概括和凝练，它的对外传播是文化对外传播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人类文明成果共享的重要举措[1]。 

2017 年共有 48.92 万名外国留学生在我国高等院校学习，规模

增速连续两年保持在 10%以上，共有来自 204 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

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935 所高等院校

学习，来华留学规模持续扩大，我国已是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来华留学生教学过程是推进我国文化“走

出去”战略、提升文化自信的载体和支撑，也是塑造良好国际形象

的重要工程[1]。目前一些高校尝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来华

留学生教学过程，并不断进行探索、尝试，但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些

问题，影响了融合进程。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来华留学生

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意见，以期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更好融入来华留学生教学提供理论参考。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来华留学生教学过程存在的问

题 

1.1 高校重视程度不够，缺乏顶层设计 

高校的顶层设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有效融入在华留

学生教学的重要保障[1]，但目前大多数高校并没有将此纳入到顶层

设计中，虽对此有所重视，但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在具体实践中只

是零星张贴海报、举办讲座等，宣传工作不持久、不深入，无法落

到实处。 

高校留学生教育工作侧重于汉语课程以及其他专业课程的学

习，未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教学目标，汉语言课程中教师重

点向留学生讲授汉字、语法类知识及其使用，只是在上课过程中零

星向学生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汉语课程传播中国文化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1.2 教师授课能力有所欠缺，教学内容不明晰，且缺乏有效的

宣讲方式 

教师自身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也不充分，理解较为浅

显，对该向学生讲述哪些内容、以何种方式讲述也很困惑。由于缺

乏明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教师在授课时个人主观性较强，更

多地讲授一些个人认可或熟悉的内容，讲授的内容不系统、不全面、

甚至略有偏颇，这会对留学生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一

些干扰。此外，教师的讲授方式也较为传统，多采用文字语言，方

式较为单一，新媒体运用较少，缺乏行之有效的推广方法，无法有

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 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来华留学生教学的相关建

议 

着眼于高校及教师，从这两方面入手，采取有效措施，以促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来华留学生教学。 

2.1 学校层面 

2.1.1 重视顶层设计，重视宣传力度 

高校应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视程度，不能只重视专

业课学习，忽略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高校应加

强重视，将其作为留学生日常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教学

计划，贯穿教学过程的始终，并从人力、物力方面予以支持。 

2.1.2 制定统一教材，明确教学内容 

建议全国高校统一商定，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计划和

教学大纲，可考虑制定统一教材，明确教学内容，使教师在授课过

程中有据可依、有的放矢。例如，高校可设计针对该人群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留学生读本》，读本应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符合

留学生认知水平， 便于教师讲授、学生学习。 

2.2 教师层面 

2.2.1 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 

教师要不断学习，加强对世界各局、形势政策、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认知、了解，努力实现教学相长；要与时俱进，结合时代

背景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拘泥于教材及当下，积极拓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意义，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积极挖掘现实生活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

例，将所学习内容应用到具体实践中，而不是机械古板的教条性学

习。教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深刻认识和了解后，才能更好地

向学生讲述这些内容。 

2.2.2 丰富拓展宣传方式，重视新媒体的应用 

零星的张贴海报、举报讲座的方式较为传统，且收效一般。要

选择学生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宣传，努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在教学过程

中要善于使用案例教学法（case-based teaching，CBL），通过对具体

案例的分析、探讨，让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文化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应结合具有时代特色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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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采用多种手段，如图片、动画、短视频等向留学生进行讲解，

便于学生理解。还可以考虑开办微信公众号，定期更新，作为课下

学习的有效补充，使留学生更加全面细致地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要注重实践，组织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实践不能是大而空的、口号式的，要落细落小落实，使留学生

在实践过程中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深感悟。可通过

经典赏析、民俗体验、传统节日、艺术赏评等，强化实践效果；通

过志愿服务、社区服务、公益活动等，提升实践效用；通过走进博

物馆、走进实践基地等活动，深化实践作用，发挥博物馆、纪念馆、

科技馆、德育基地等场所的教育作用。参与实践活动后，开展班级

讨论会，鼓励留学生分享心得和体会，并对今后如何更好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个人见解。可将学生实践活动整理成视频资

料，置于学校网站，供高校间学习参考，或通过视频媒体进行传播，

扩大影响。 

要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鼓励学生主动向自己的

家人或朋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可以开

展宣传中国文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对积极传播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或中国文化的学生给予适当奖励与赞赏，肯定他们的

努力及取得的成果，提升学生积极性。 

2.2.3 选取典型案例，充分利用新媒体，讲好中国故事 

选取典型案例，讲好中国故事，是促使在华留学生了解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的重要举措。2021 年 5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2]。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

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3]，发挥

好新兴媒体作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

色。要抢占“至高点”，大力宣介中国价值；要围绕“兴趣点”，积

极讲好中国故事；要打造“共情点”，对外推广中国文化[4]。一个故

事胜过一打道理，要注重把“陈情”和“说理”相结合，找准在华

留学生的兴趣点，了解他们“最为关心、最感兴趣、最需要了解的

中国故事是什么”，善用网络，善借载体，讲述真实感人的事例。

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在讲中国故事是讲什么的问

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讲好“五个故事”，即要讲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

国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授课教师在选取故

事案例时，可参照以上五点，并对选取的案例进行解读、剖析和延

展，丰富故事内涵。可选取国内抗击新冠疫情的典型人物事例，以

文字、图片、短视频等多种方式向在华留学生讲述中国人民面对疫

情时义无反顾、勇于担当，在困难面前奋勇向前，在实际行动中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出无私无畏的民族精神。还可向在华

留学生介绍云南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的故事，她矢志不渝，克服种

种困难，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为学生留住了用知识

改变命运的机会，扎根滇西贫困山区教育一线 40 余年，12 年把 1804

名贫困山区女孩带出大山、送进大学，努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托

举起贫困家庭脱贫发展的希望与信心，展现了我国教育工作者坚韧

执著的拼搏和无私奉献的大爱。选取典型性、具有时代特色的事例，

通过有效的案例教学，使留学生了解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及中国精

神，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与感悟。 

要利用短视频平台开放、包容、参与、互动的传播特点与技术

优势，使其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扩音器”
[5]。李子柒的短视频有效融合了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让外国民众

感受到极具中国特色的田园气息，传播了中国声音，弘扬了中国文

化，让外国民众感受到中国人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

利用短视频讲述中国故事的典型示范，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通

过观看《人民至上》《战疫防线》等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

题微电影，使留学生了解普通工作者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感人事

迹，了解中国人民平凡而伟大的抗疫故事、抗疫精神，这些简短的

微电影以精彩的人物故事、鲜活的镜头语言，形象生动地传播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很好的宣讲素材。《舌尖上的中国》《瓷路》《国

宝档案》等优秀纪录片从经济、饮食、教育、历史等不同角度展现

中国的文化与人文历史，可通过播放上述优秀国产纪录片，增进在

华留学生对中国发展与中国文明的了解[6]。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要不断加强在华留学生对中国文

化的理解与认可。要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层面下功夫，让在华留

学生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不断推

进传统文化与融媒体的深度融合，创新内容传播模式，增进受众的

互动交流。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

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

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

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7]。做这项工作，要大音希

声、大象无形，坚持不懈、久久为功，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不

断树立和闪亮起来[2]。 

3 总结 

高校需重视对在华留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工作，促

使他们了解、认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能够主动、积极地去宣

传、践行，通过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思想文化的国际传播，将其培

养成中国文化的海外推广者，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了解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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