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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高校思政教学中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刍议高校思政教学中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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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思政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核心价值观念培育的一个主要途径，从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念培育的角度来进行研

究，对促进大学生道德品质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以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为切入点，对如何在新形势下推动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分析。探索了在坚持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如何实现思想政治课程的创新性发展，并以此为基

础，为大学生思政课教学提供了新的借鉴。

关键字：大学生；核心价值；思想政治课程；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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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s a main way to cultivate the core values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ivating the core values of college students,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oral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valu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nalyzes how to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realiz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on the basis of adhering to the practice of core values, and on this basis, provides a new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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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学毕业生面

临的社会压力和工作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这就给学生的

职业道德等多方面因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信息

时代背景下，大学生获得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他们可以

利用互联网进行多种形式的学习，这与传统的信息获取方

式有很大的区别，获得的知识不再仅限于书籍和老师。因

为有了多种多样的信息来源，所以学生能够以自己的方式

获得很多的知识。在海量的信息中，怎样才能做到去伪存真、

去粗取精，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各种真真假假的信

息效果，也会对他们的思想造成消极的影响，从而对他们

的正确的三观造成不利的影响，这是大学思政课首当其冲

要解决的问题。大学思政课与培养核心价值观有着紧密的

联系，目前，培养核心价值观的途径有很多，但是在核心

价值观的视野下，创新思政课的教学模式依然是一个关键

的培养环节，它对学生的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非常重

要的影响 [1]。要想更好地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就一定

要将核心价值观培养和大学思政课创新紧密联系起来。

一、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一、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1. 筑牢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核心地位

目前，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在培养过程中，一直都是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心，以国家文化民族精神、荣辱观、

共同理想为支柱，建立起的一套完整的核心价值观，为大

学生的价值观和职业观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因

此，核心价值观也是思政课的重要教育内容，所以，目前

思政课的教学目的，就是要让学生们建立一个正确的认识，

建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这样才能在将来得到更好的发展。

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高校教师要以我国的发展

实际需要为基础，指导学生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探

索世界规律，培养新型社会公民，从而推动学生的德才全

面发展。高效思政课的终极目的，就是要使学生更好地适

应迅速改变的现代社会的需求，建立起合理的世界观、职

业观和生活观，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应强化对核心价

值的认知与了解，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付诸实践，引导学

生探寻宇宙本源的内部规则，使其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公

民，从而为祖国的兴旺发达贡献一份力量。所以，在思政

课程中，以马克思学说为指引，以核心价值为向度，对大

学生进行核心价值内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2. 为实现复兴的理想而增强信念

今天，实现伟大中国复兴梦，是站在历史洪流上的一

个新的起点，它对于实现现代国家的繁荣有着重大意义。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只有把全体人民都团

结起来，才能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梦想推向前进。大

学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体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

因此，一定要建立起大学生的正确价值观念，让他们对国

家路线、制度、文化和思想有更多的了解，让他们建立起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他们对国家的信心和忠诚，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为建设社会

主义做出自己的贡献。除此之外，思政课还能让同学们逐

渐树立起与民族发展相匹配的价值观念，成为合格的党和

祖国的建造者。大学生是将来建设国家、实践共同理想的

中坚力量，所以，一定要培养大学生实现中国梦和理想的

决心，使他们找准自己的生活方向，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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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政课上，老师要指导学生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相结

合，将个人小我梦想与国家大我理想相融合，让他们意识

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被长期历史和现实检验过的正

确的科学道路，推动复兴梦的实现，是为国家建设提供帮助。

二、现今高校思政课教学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性二、现今高校思政课教学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性

1. 教学效果知行不一致

高效思政课的最终教学效果，就是要让学生将知识内

化，再用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指导实际工作和生活。

但是，在现实教学过程中，一些大学生对思政课的重要性

有一些知行不一致，这就是因为对思政课的学习只停留在

简单的理论层面，比如，大多数学生对于核心价值观 24 字

能够背诵出来，但是在涉及到自己的行为和兴趣的选择时，

他们可能就不会真正地将 24 个字贯彻到底。有些人甚至出

现了知识理论已掌握，但是与具体行为不一致的双重基准

的矛盾，从而造成了知行之间的偏差。有的学生对思政课

的理论知识有了较为详尽的认识，但是他们对实际生活中

存在的违反道德价值观念的现象不会采取行动，所以，在

这方面，学校应该对思想政治教育给予更多的关注。通过

对思政课教学效果的内在化，让学生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理

想与现实、知识与实践的矛盾。

2. 讲授的内容过于空泛，与现实脱节

大学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最重要的是对意识形态产生

的影响，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要求学生将所学到的

知识内容，并将其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它是一个主与客

体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学生主体性与科学价值

观之间融合的动态过程。在这些问题中，思政课课程的具

体教学内容的组织与实施与学生对知识的内化性、内化性

等规律与要求的密切相关。比如说，" 思想道德与法治 " 这
一门课程，以对学生的世界观、职业观、道德观念和法治

思维为重点，在这一门课程中，还包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基本内容。然而，它的教学内容十分单调，学生对

它的理解不够深刻，所以对价值观内容的本质的认识不够

准确、不深刻，这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有不利影响。

忽视思政课教学内容的重要性，会影响对核心价值观本质

的理解和把握。上述问题反映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多

元文化的大环境下，思政课在组织与表达价值观念的层面

上，未能按照学习者的 "内在化 "规律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

将直接影响到教学目标的达成。

三、从新的角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三、从新的角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

1. 巩固思政课主阵地，弘扬核心价值观

在大学生中，要培养他们的价值观念，坚定他们的 “ 四
个自信 ”，就必须加强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老师们应该把

这些核心价值观内容与课程内容融合在一起，在课堂上挖

掘出一些典型的生活案例，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核心

价值的含义，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了解思想政治课程，

不但如此，还要进行教学模式的创新，以各种方式开设思

政课教育活动，引进国家政策的有关内容，以宣传的形式

提出思政课关心的重点问题，以专题讨论和报告等方式探

讨实际问题，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在各大高

校的思想政治课程中，一定要把教师的教育作为主要的阵

地，把生活实践作为补充，让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

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从而让他们能够真正地形成

社团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要想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好，

就必须将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作为一个切入点，将核心价值

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融合，从而帮

助学生建立起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价值，帮助学生用科学理

性的角度来分析和认识这个世界。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者的素质，思政老师是这一群体中较为关键的一环，是

思政课教学的输出者，他们的素质将会对学生的知识接受

程度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高校应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人员的培训。

2. 创造一个优良的教育氛围

教育环境是让思政课更好地进行深入发展的潜在资源，

同时也是下一步培养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关键因素。高

校的思想政治课，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帮助学生

了解四史、明道德、成大才，在新时期形成集体主义精神

和政治素养，充实高校的文化软实力，因此，在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老师要注重营造一种良好的教育氛围。

由于教育的氛围对促进大学文化的发展和对学生的价值观

的形成都有好处，一个好的教育氛围会产生一种潜移默化

式的教育效果，它能够对学生的思维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

影响，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的学习习惯进行改变。

在优良传统和当代精神的熏陶下，逐渐呈现出一种人文主

义、人本主义的氛围，大学生的自我价值观念也能在这种

氛围中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在大学里，思政课并不只限

于课堂上，整个校园的文化氛围都是思政课的无形课堂，

因此，教学环境对思政课教学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在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要保证教育内容合理、准确地反

映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最重要内容，并将其与思想政治

教育和民族集体人格教育的独特方式相结合，使学生能够

通过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对中国的百

年梦想进行深入的理解，从而确立崇高的理想，并敢于迎

接时代的挑战，从而在实践中接受挑战，最终达到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目的。

3. 扩大教学平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高效思政教育课程，不能只是局限于讲授理论课，更

要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因此，更重要的是要建立

起培养核心价值观的教学观念 [2]。思政课的教学不能仅仅

停留在教室里的教学效果上，它要继续扩大教学的范围，

让思政教学的范围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让课堂和实践都

变成思想政治教学的重要方式，让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

是要把理论与现实生活相融合，这样才能在教学实践中加

深对学生核心价值观念的理解，并以此为基础，指导学生

参加社团的生活实践。通过对课程理论与实践平台的高效

实施，让学生快速地建立起自己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

基本价值取向，逐步地培养出优秀的道德素质与品质，让

学生能够在两种不同的学习活动中逐步地培养出一种强烈

的责任感与家国使命感。比如，学生们可以通过参与社会

义工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还可以参与到社

会实践中去，从而更好地了解社会生活，更好地掌握生活

技巧。教师还可以与学生的专业方向相结合，开展一些专

业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对专业的理论知

识有更好的掌握，还可以让他们树立起崇高的职业观和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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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观。在参与到社会锻炼的过程中，学生们不但可以锤炼

自己的意志，还可以更快地融入到社会之中，从而提升自

己的实际技能和经验价值，并在实践中对思政课理论的影

响力进行升华。

4. 知行合一，言行一致

要将核心价值观念与思政课进行有机结合，就要注重

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这样才能反映出思想政治教学的实

际成效。只有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将学生的日

常管理与德育相结合，才能真正地达到对大学生核心价值

观进行培养的目的，从而更好地保证思政课的教学效果。

而在日常思政课中，要将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与学生的日常

管理相结合，从而指导他们正确地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并

对他们的实际行为进行培养。只有将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

起，才能使学生们真正地去践行和认识到思想政治课程的

重要意义。在这一前提下，高校可以强化对学生的日常管理，

对其进行约束并对其进行改进。从教育开始，高校要对他

们进行基本的思想价值观教育，并鼓励他们在行为实践中

进行自主自养，并主动对自身不道德行为进行纠正。

四、结束语四、结束语

总之，身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人员，要从理解国家政

治生活的本质入手，让学生能够用一种理智的心态去面对

现实中的时事政治，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为祖国的

发展贡献自己的责任，从而让他们有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

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面对困难时，不会畏惧、

不会放弃，而是奋发图强，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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