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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路径 

龚  雪 

南昌工学院  南昌  330000 

摘  要：推动新时代大学生现代化和专业化发展，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价值归因，立足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障建设行动方向性

与层次性的高度统一。高校应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下的校园文化建设现存问题，将不同属性和性质的文化因子深层次融合过程中，

要形成正确与清晰的实现逻辑。在正确方向与路径上，提出具体的校园文化建设行动方略。主要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精准定位引领

的价值导向和总体目标，二根据大学生思想成长状态设计具体的的工作内容，三协同推进环境文化和行为文化建设，四扩大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宣传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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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优秀和完善校园文化体系，推动大学生健康和全面发展的过

程中，应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作用。在大学生学

习与成长的各个阶段，都能展现教育教学行动和教育环境的鲜明意

识形态属性。在全面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工作过程中，应深度剖析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意蕴，在各种文化建设行动中充分彰显其

主导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所有公民的理想信念和价值

追求，应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引领等方面，真正产生良好的价值

导向功能。高校在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工作时，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统领，在意识形态工作上形成端正的价值取向。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现存问题 

（一）局限于行动口号层面 

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与突出成绩。

在日常推进人才培育与教育计划时，会以优秀和完善的校园文化体

系为主要依托，实现高质量和多维度的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但在

开放和多元的现实环境下，传统工作模式与方法出现一定的不适应

性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局限于行动口

号层面，未能结合当前人才培育与教育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和深层

次融入与使用。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时，高校十分重视深刻内涵与优秀校园文化的载体作用，但因两个

工作内容结合度不高，不能充分发挥强大的协同效应。高校致力于

内涵式发展，注重丰富与深化意识形态工作的精神内核，因此会自

觉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内涵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但并没有

与人才培育与教育行动零距离对接。 

（二）尚未呈现突出的贴合性 

从大部分学生的行动表现和意识形态发展特征来看，他们在常

态化的生活中，并不能习惯性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侧面反

映出，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展现出一定的功利性问题，局限在文化

建设和校园文化体系完善本身，没有从学生成长与生活的实际出

发。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校园文化建设，整个行动与学生成

长教育相互剥离，致使目前尚未呈现出突出的贴合性。从既定的思

想政治教育规律中可明确，校园文化建设越能贴近大学生的生活与

需求，越能展现出突出的熏陶作用与教育功能，促使他们更加积极

和深度参与不同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而校园文化只有在大学生群

体当中产生较大的积极影响力和辐射力，才能展现建设行动实施的

价值与意义，否则只能停留于理论研究，不能彰显实践价值。 

（三）认知与行动相互脱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早已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深度渗透，

现阶段的大学生对该项内容已形成较为正确和理性的认知，只是以

此为着力点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工作时，不能始终常态和一以贯之的

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下的校园文化建设，最终目标

是引领学生树立契合主流价值观体系的正确思想观念。而目前更多

的是体现在理性认知层面，即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和内涵都有着深刻的认识，但是并没有成为模范践行者，尚未真正

实现知行合一。认知与行动的相互脱节，实际上已经暴露出高校校

园文化建设的突出问题，需能更加具有前瞻性与现代意识的融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难以精准把控社会环境中的消极因子 

市场经济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在大学生群体当

中，催生出错误或偏激的利益导向，导致他们在学习与自我价值实

现方面有着强烈的功利性。[1]大学生受到社会环境中消极因子的影

响与误导，产生不符合他们成长规律的逐利行为。而社会性的功利

价值观，驱动学生个体之间的不良竞争，在校期间不若能科学的价

值导向，就会导致他们在恶意竞争中走向极端，极其不利于整个社

会和国家的安全及稳定发展。从这个层面可看出，高校的校园文化

建设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极其重要的，必须要结合实际

的有效把控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但从目前校园文化建设的实际情

况来看，高校很难精准把控社会环境中的消极因子，掣肘各种建设

行动的顺畅与有序开展。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一）着力于主流意识形态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校园文化体系丰富与优化，应着

力于主流意识形态。即高校是培育与孵化高层次人才的主要阵地，

一切行动都要围绕大学生成长成才问题。根据所有大学生的成长情

况，有针对性的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行

为文化建设、环境文化建设，并在不同层次的文化体系中，巧妙融

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促进情感认同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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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需促进学

生情感认同的生成。以常态化的教育教学活动为载体，传播与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情感层面使大学生对其深刻内涵产生认

同。[2]基于这样的实践逻辑，更有助于大学生深刻认知与积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彰显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路径 

（一）精准定位引领的价值导向和总体目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融入，需在人

才培育与教育方面充分展现导向与引领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统领，以培育符合需求的时代新人为总体目标，策动校园文化

的内涵式发展。[3]在这个过程中，高校要精准定位引领的价值导向

和总体目标。首先，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要利用制度和技术等手

段，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高校要利用新媒体平台，

面向大学生和教职工，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内涵。主

要要以特色的文化宣传活动和文艺表演活动为载体，传播与渗透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在具体推进校园文化内涵式发展的

过程中，结合自身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进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渗透落到大学生思想品质塑造上。基于这样正确和明确的价值

导向，全面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工作的各个环节，有层次性的融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校园文化内容的丰富与内涵式发展，始

终是引领的首要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园文化建设

行动的整个过程，必须推动校园文化在各个维度都能获得丰富发

展。依托内涵深刻与丰富的校园文化体系，培育出具备正确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高尚道德情操的时代新人。 

（二）根据大学生思想成长状态设计具体的工作内容 

推动大学生深度学习、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层次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工作中的最终落脚点。

高校要根据大学生思想成长状态，科学设计具体的工作内容，主要

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渗透方式、以及对大学生思想成

长与正确三观树立带来的具体影响。[4]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具

体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不能完全以责任主体的意志和经验

为中心，必须综合与充分考量大学生的需求与成长状态。高校要科

学设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的具体内容，根据大学生思想成长

规律、特点、问题、学习需求等，对校园文化体系进行合理的分层。

例如，在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行为文化建设、物质文化

建设的各个层面，有层次性和针对性的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整个过程，以推动大学生健康和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深刻内涵的挖掘、提取，融入，要充分贴合大学生思想

成长状态。通过校园文化体系的合理化分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针对性融入与渗透，促使大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各种校园文化

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思想升华。 

（三）协同推进环境文化和行为文化建设 

无论是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进步，还是大学生个体的健康与全面

发展，本质上都是着力于人的具体行动。[5]无论科学技术与生产力

如何发达与进步，都不可能消解与冲击人的行动。因此，高校在全

面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工作时，应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

领，促使大学生在正确观念的影响与熏陶下形成规范行为，以契合

社会发展环境特点的方式展现与呈现。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应协同推进环境文化和行为文化建设，这一举

措的最终成果，直接关乎高校人才培育与教育质量。高校应从国家

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出发，思考校园文化建设问题，能够以规范

人的行动为主要目标，科学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来说，

行为文化建设，是将校园文化体系当中的精神、制度、物质三个层

次的文化内涵有机结合，并能与社会风尚与先进文化深层次融合，

集成内涵更加多元与丰富的行为文化体系。环境文化建设方面，主

要是根据大学生的行为特征与行动方式，了解周围环境对他们所产

生的具体影响。秉承取其精华、祛除糟粕的原则，对校园的环境文

化体系优化与丰富，在正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驱动下，促使大

学生成为知行合一的优秀人才。 

（四）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阵地 

环境对学生个体的价值树立、思想品质塑造的影响是巨大的，

必须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精准与全面监测对象的成长过程及质量。

校园文化建设行动，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最终应增强

高校人才培育与教育实效性。教育工作者应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

要责任主体，在日常传授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中，能够自然化的

传播与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利用这样的方式，扩

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阵地，将这一先进观念深层次渗透到

校园、课堂、学生头脑当中。而各种专业课堂或思政理论课，都应

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宣传阵地，借助新媒体技术，展现

出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功能。而常态化的校园文化建设，更有助于

把控学生思想成长问题，并能精准的控制社会环境中的消极因子，

保障所有学生个体健康和全面发展。 

结语：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建设的校园文化体系，应在在学

生成长中展现较强的德育功能，在正确的价值导向与行为约束下，

培育出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崇高信仰的时代新人。高校应利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组织特色的校园活动，在主题设计与形式选择等

方面，都要贴合大学生的文化认知和思想品质，这样才能在教人与

育人方面始终保持一定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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