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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教学中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养
吴晓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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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在不同阶段对于学生有着不同的影响。当代对于大学生的教育方向

主要以核心价值观为主，而大学阶段正是培养价值观的最佳时期，如何在大学期间培养学生的价值观，是一个值得思考的

问题。本文主要对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简单概述，并分析当前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意义，进一步提出如何在思想政治教

学中培养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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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国家教育部对职业教育的愈加重视，高职院校

在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以响应国家的职教政策为主，将核

心价值观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范畴，正是国家部门对于当

前培养人才的最新要求。大学生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又存在一定的差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站在当代社会的局势之上建

立的为社会文明建设健康发展的基石，大学生核心价值

观的培养目标是由此而来的，主要有：忠诚于党，热爱

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五个方面。将其

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之中，辅助学生对于核心价值观

的学习。

1 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意义
1.1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平台内容的多样性与

丰富性对于大学生的健康发展存在一定的弊端。虚拟平

台的交友软件、不良信息等不仅仅影响着学生的学习，

同时对于学生的职业规划还存在着威胁 [1]。但在互联网

大时代背景下，网络平台在高职院校内部已经形成一种

文化思潮，网络平台有利有弊，若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

学生在虚拟的平台上难易判断是非，极易受到不正之风

的影响。而核心价值观的学习能引导学生步入正轨，避

免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在虚拟的网络平台上，只利用

对于学习有帮助的软件，对于一些负面影响的网站能第

一时间屏蔽，在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长期以思想政治

教育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以核心价值观端正自己的学

习方向，将来做个对社会建设有贡献的人。

1.2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大学生作为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他们的健康成长

和全面发展对于社会文明建设极其重要，因此，必须加

强思想政治教育，首先端正大学生接受教育的思想，才

能更好地实施教育。核心价值观的学习能辅助学生健康

成长，带动学生的正能量，积极投入到学习中，投入到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之中。核心价值观的学习还能促使学

生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加之高职院校在教育的过程中，将其纳入了

思想政治教育范畴，更加深入的为学生传递正确的价值

观。总而言之，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核心价值观教育对于

学生的学习有一定的帮助，还能规避学生受到周围不良

因素的影响，端正自己的心态，在价值观的影响下达到

健康发展、全面发展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已

属于传统文化教育，在新时代下，融入了核心价值观，

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3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
大学生作为现代化社会事业建设的主体力量，他们

的精神面貌直接关系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教

育对于大学生固然重要，但是在新时代文学思潮的影响

下，核心价值观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一个较为重要

的教育板块。核心价值观指导内容对于学生的影响是直

观且重要的，高职院校在教育中将其列为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点，对于学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核心价值观的

学习有利于学生及时认清时代主流文化，在现代化的文

学思潮下，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更能坚定自己的立场，

逐渐受核心价值观的感召，拥有爱国家、爱人民、爱社

会的高尚品格。

2 高校思政教学中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养策略
2.1落实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国家一直强调放在首位的教育课程，

而培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是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践行的

基本内容。传统的教学模式单一，现代化核心价值观仅

靠课堂来展开教育是远远不够的，高职教师应充分利用

课内外资源对学生展开教学。在学生核心价值观培养的

过程中，思想政治教师应团结一致，共同探讨科学合理

的教学活动对学生展开教导 [3]。首先应开展不同类别的

思想政治宣讲活动，思想政治教师在开展活动中，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托，通过思想教育来树立学生正

确的核心价值观。在校园内创设思想政治讲座，鼓励社

团学生带领校内学生积极参加，相互研讨关于思想政治

和核心价值观的学习问题，通过更深入的学习并总结学

习报告；其次，组织开展各类宣传主题活动。校园文化

对与学生的影响极其重要，可利用宣传的方式来带动学

生感受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如定期举行我是雷锋活动、

弘扬校园文明宣传活动、我与诚信宣传活动等，可利用

校园有利资源，如广播室、宣传栏，文化走廊等，通过

宣传，构建文明校风，引导每一个学生向核心价值观看齐；

最后，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宣传教育。如今是互联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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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路平台对于宣传有一定的优势，其传播速度快且不受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于学生的教育有积极的影响。如

建设校园论坛、思政教育 APP、班级交流群、微信公众

号等，在这些平台上对学生展开宣传，进一步强化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2.2加强思政课程基本理论教学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经过简化后变成了 24个字，

是每一个中国人需要牢记并践行的核心价值观 [4]。大学

生核心价值观主要来源于 24个字，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课

程，考虑到学生核心价值观的特殊性，全面贯彻融入教

学理念，促进学生综合性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对于国家的层面规定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国家发展的八字标准，使国家富强起来，社会主义制度

必须民主，社会发展需要不间断实行文明建设，促进国

家在和谐中发展。实现八字标准才能实现“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的美好理想，是社会主义建设和谐发展的

直接体现，是国家民主的体现。对于公民层面的道德规

范要求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在行驶个

人权利的时候，必须牢记这八个字，不可违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规范的内容。高职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将 24个字纳入课程范围，通过思

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全面贯彻核心价值观指导理念和学

习方针。同时还需注意，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思

想是一脉相承的，在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对于

马克思学说内容进行一定的延伸，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辅助他们更好的理解核心价值观，进而践行和全面贯彻

教育理念。

2.3开展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
人常说，知识教育通常是在实践中获取的，实践既

是通往真理的大门，又是验证真理的唯一标准。高职院

校在对于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教导的过程中，必须灵活运

用现代职教理念，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教导。理论知识过

于书面化，且价值观内容又是学生的基本引领，教师必

须制定符合教育意义的实践活动将真理灌输给学生，才

是核心价值观的教导意义。思想政治教师在对于学生开

展实践教育的时候，全校教师应积极的配合，共同教导，

实现“三全育人”。笔者结合目前的教育现状，研究了

几个实践活动的教育方案，如组织学生参观革命烈士纪

念馆，让学生深入了解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理念，教师适

当的讲解革命烈士的故事，学生在革命烈士纪念馆自然

会得到真理的熏陶，更加珍惜当下的学习生活。抑或在

校园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如建党节、建军节、国庆节、

青年节等，让学生对于这些节日的来源和内在的文化意

义必须有深入了解，在节日当天，可以通过各院系不同

的专业运用自己的方式走进节日活动，例如歌舞大赛、

演讲赛、阅读红色文化等，同一主题，不同活动，全方

位带领学生在实践中践行核心价值观。除此之外还可以

通过更多的实践方式来辅助学生学习核心价值观，并通

过活动理解价值观的内涵，从而能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

的学习。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思政教育中，核心价值观被列

为较为重要的教育板块，对于学生的影响不可忽视。大

学生正是培养核心价值观的关键阶段，高职教师在思想

政治教育中，必须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信念，通过深入

了解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进一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让大学生可以在心中确立是非标准，确立应该遵循

的行为准则，确立一个终极信念，从而更严格的要求自己，

在未来，为促进社会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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