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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新时期高职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大着力点探索 
◆陈  琰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201209） 

 
摘要：新时期高职生是国家发展的排头兵和主力军，积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

指导意义。本文遵循思政教育普遍规律，从新媒体、课程思政育人体系

和就业指导教育三个着力点入手对高职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进行思考与探索，从而推动思政教育工作，实现高校全面育人的培育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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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
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并 终确立了以三个倡
导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
为我国社会共同的价值准则和精神追求，引起了各类群体的高度
重视与关注。而如何找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着力点，加强大学
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新时期高校思政工作重点内容。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改革创新与高速发展，高职学生作为一
支特殊群体，其人数与日俱增，理所当然的，对他们的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也成为了新时代的一个巨大挑战。本文旨在从新媒体、
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和就业指导教育三个着力点入手对其进行内
化与推进，找出解决问题的本质规律，设计有效性的建设方案。 

一、拓展传播渠道，利用新媒体建立网络传播阵地，增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 

高职生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利用新媒体平台拓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空间，可利用微信、易班、微博、校园贴
吧等高职生常用的交流软件，把学术者和政治家对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理论要求的解读有意识的进行传播，无缝隙的
渗透到高职生的校园生活、社会实践和学习中，从空间上形成一
种全方位的包围性力量，稳定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地位。利用新媒
体建立网络传播阵地的优势有：一方面通过新媒体平台无限空间
性，学生间的紧密互动交流，丰富教育内容的传播形式，拓展教
育的传播领域，将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内化于学生的思想意识中，
从而提高学生对于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另一方面，新媒体是将
图、文、声、像凝成一体，而形成一种传播合力的高新技术，其
具有及时性的突出特点。可将国家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
读、新实践迅速传播给高职生，使高职生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国
家对于核心价值观的推行状况，占据主流思想形态。近几年对于

美护士、 美司机、劳模等的宣传就是利用新媒体建立网络传
播阵地的成功实例，可让高职生从榜样和模范人物的实际经历中
感受到核心价值观强大的精神力量。同时若在核心价值观传播过
程中，有错误的舆论导向或是不良言行，国家可通过新媒体技术
进行及时的纠正。同时新媒体具有全方面的网络互动性，学生通
过新媒体可以采用多对多的主动互动，并且突破了分级化的局
面，真正能够做到百花齐放的交流状态。 

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学业观 

院校课程体系是否完整，课程目标是否能够完成， 终关系
到毕业生的质量问题，其落脚点是学生，是育人过程。而传统的
思政课程体系单一、课程内容抽象，脱离社会现实，距离学生的
实际利益较远；教育方法成旧，多以强行灌输理论为主，课程缺
乏趣味性和实用性。习近平总书记曾一再强调，教师要将思想政
治理论课融入到各类课程课堂中去，形成一种相互呼应的协同效
应。这种协同效应的实际展示过程就是课程思政，是围绕立德树
人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高职院校更应该积极倡导课程思政的教

育新理念，以课程思政育人体系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着力点，针对部分学生学业观消极的特点，克服思政课枯
燥的教育方式，改善专业课程只教书，不育人的尴尬局面，将核
心价值观作为思想引领，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政教育资源，在传授
专业知识的过程中，使学生潜移默化的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加强
政治觉悟，以此帮助高职生确立良好、科学的学习动机，树立正
确的学业观，找到其成长成才的现实意义。高职的任何学科教师
应从学生的需求出发，确立培养人的第一要位，找到不同课程的
思政嵌入点，将学生的政治素养与专业知识高度融合与统一，应
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教学目标，融入到专业课程大纲将
三个层面的内容适时的贯穿于专业课、实践课中。另外，高职院
校在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教学路径过程中，应该注重学生实践课
程的创新，做到课程思政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使学生形成爱学
习、爱劳动，积极向上的精神素养，提高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力度。 

三、加强对高职生就业指导教育，保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现实途径 

目前，高职毕业生在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职场环境，在就业
和择业过程中往往存在很多问题，给他们的就业造成了很大的困
扰。比如前期调研我们所了解到的学生中存在自我定位不准确，
造成学生与职位不匹配的现象；再比如缺乏奉献精神，敬业精神
不足、爱国意识淡薄、诚信缺失、弄虚作假等现象，这一系列问
题都阻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路。因此可以以高职生的就
业指导教育作为高职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着力
点，保障其现实途径。首先，学生应学习自我定位，发挥扬长避
短的求职技巧，纠正盲目的薪资追求态度，改变眼高手低的状态，
从 基础做起，培养谦虚谨慎的个人素养；其次，建立完善的就
业指导课程体系，可以设置简历撰写、面试礼仪、模拟面试、面
试技巧等系列课程。同时可增强就业指导师的专家化队伍建设，
保障就业指导课程的教师资源。再次，加大职业素养的宣传，促
使高职生坚定职业信念、增强敬业精神，强化诚信教育，引导学
生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职业技能不断提高，在工作
过程中找到工作乐趣，推进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实践。 后，以诚
信教育为重点，让学生在择业和就业过程中，做一个诚信的实践
者，养成以诚信立身的优秀品德和价值目标， 终建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纯净、稳定的就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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