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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校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析

陈　艳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摘　要：新时期，做好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需要坚持与时俱进，尤其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作为重要内容与其融合，具体做法是不仅要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要求作为基本遵循，也要准

确把握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

合，就是要对大学生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要素

的理性认知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南的理想

信念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载体的实践教育、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方向的人生价值教育。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职院校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　理想信念　人生价值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职教育体量的不断增大，在校生人数的

不断增多，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与本科

院校相比，高职院校生源的总体素质相对较低，存在理性认知不

够全面、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社会实践不够深入、人生价值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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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等方面的不足，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校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意义重大。从现实要求和时代发展来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

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

出的重要论断，当代大学生能否正确理解、高度认同和积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重大，尤其对于我国 “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的顺利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战

略意义。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要素的理性认知教育

理性认知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针对高职

院校大学生理性认知能力不够强的实际特点，要有层次、有计划

地引导他们从理性认知的层面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

涵和发展历程。

（一）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层面，向大学生诠释理性认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

我国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探索，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始终在前进中不断得到新认识和新实

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三个倡导”等方面都彰显了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索的传承性，同时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类型，

也是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

设、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应用型专门人才的使命。

高职院校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既符合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也为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教育拓展了新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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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社会实际出发，向大学生解读理性认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现实要求

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和合理的人力资源结构，是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因素。高职院校担负着培养现实、直接生产力的重要

职责。能否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需要的人才，对促

进区域经济繁荣等方面产生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高职院校在不

断强化大学生技术技能培养的同时，还要花大力气进行有效的思

想政治教育，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目标、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三个层面的丰富内涵，成为向高

职院校大学生解读理性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要求。

总的来说，要使当代大学生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

自觉行为，有效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知教育势在必行。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南的理想信念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仅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而且在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提出的

不同要求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对于当代中国奋力实现中国梦产

生了积极且深远的促进作用，无论对当下还是更长远的未来，都

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在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

将社会主核心价值观作为指南，积极引导大学生达成共识，为个

人、社会、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成就精彩人生。

（一）指导明确路径，让理想追求更有动力、更合时宜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当代大学生接收外来新鲜事物和非

主流观念的机会明显增多，对于部分在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的大

学生来说，这易使他们经受不起冲击，逐渐缺失正确的理想追

求，导致一些大学生 “理想信念模糊”。高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

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为社会输送合格人才的责任，承担着千万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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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殷切期盼，这要求高校务必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的过程中，主动作为，争当排头兵，大张旗鼓地宣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有计划、有目的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入脑、入心作为衡量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是否合格的一把重要标尺，让大学生在实际行动上有方向，在

实际行为上有指导，坚决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入侵，有效巩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切实履行

立德树人的基本工作要求。

（二）引导确立理想，让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度融合

要有效解决大学生个人价值追求问题，理想信念教育是关键

环节，尤其是要将个人理想和社会需要有机结合。要积极引导大

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想确立的重要依据，在确立个

人理想的过程中务必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同

时，个人理想以社会理想为重要支撑，是建立在社会理想实现的

基础上的，因此，当代大学生务必认识到实现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高层次的目标。大学生只有明

确个人理想确立的原则，才能紧密结合社会现实的需要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载体的实践教育

（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高职院校 “两课”教育

教学之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高职院校 “两课”教育教学之

中，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南的教学实践的重要体现。具

体来讲，教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授过程中，要将理论知识

生动形象地传授给学生，使学生从感性上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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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帮助其运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价值多元化的态势下作

出正确的选择。同时还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先进人物的典型事

迹，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化的教学手段将现实的先进事迹展现给

学生。这不但能增强课堂的吸引力，还能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由教材体系向实践教育的转换。

（二）大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

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具体化

社会实践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不可少的环节之

一，也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

径。要将实践育人作为重要突破口，使学生在实践中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达到知行合一。要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社会实践

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为社会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在

暑期和节假日的实践活动中，通过组织学生参加 “三下乡”等社

会实践活动，引领学生深入农村、企业、社区等开展调查访问、

生产劳动等形式的活动，让大学生切实了解基层，增长自己的才

干，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方向的人生价值教育

（一）理解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前提下人生价值才有意义的道理

从人生价值的内涵来说，一方面指自我价值，另一方面指社

会价值。从本质来看，个人实践体现在对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上，

对于社会价值而言，需要满足社会和人们的需要。但在现实中却

存在着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地位不对等的情况，因为个人在物质

和精神上的需求的满足离不开社会的影响，社会在个人价值实现

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同时，个人的要求各不相同，对社会的要

求体现在个人行为上就存在较大差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努力方向的价值追求，需要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前提，让大学生切

７



实理解自我价值的实现是建立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基础之上的。

（二）领悟社会价值实现程度是评价人生价值的根本标准

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属性，要评价人生价值，需要与社会紧

密联系，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关联决定了人生价值的最基本内

容是社会价值。离开社会要求去评价人生价值将是无意义的，也

是不现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每一个个体对社会要有所

贡献，而且贡献的大小表现出人生价值的大小。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符合时代和教育要求，体现了社

会性。在实践教育中，要旗帜鲜明地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价值和人

生价值相结合的正面引导，要让大学生通过融入社会实践去奉献

青春力量，进而明确人生价值的实现要以社会价值为方向指引。

大学生作为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和国家

的未来。从思想上筑牢大学生的价值根基，引导他们在参与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砥砺品行，始终把人生价值与社会

价值有机统一起来，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进程中，

理实并重，争当先锋和榜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书写精彩的青春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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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刘洪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 ［Ｊ］．中

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１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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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中华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
——— “五常”的价值观

唐继琼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创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并孕育了世

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经磨难沧

桑，而中华独特的价值观始终凝聚中华民族的各族儿女以勇猛、

顽强的精神去战胜一切的艰难险阻！传承至今，中华民族的民族

文化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中华思想中的核心价

值观——— “五常”成为隆重的一笔。

“五常”指的是中华思想中的 “仁、义、礼、智、信”。“仁、

义、礼、智、信”始终是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和道德精神最基

本、最重要的范畴。“仁、义、礼、智、信”为儒家 “五常”，孔

子提出 “仁、义、礼”，孟子延伸为 “仁、义、礼、智”，董仲舒

扩充为 “仁、义、礼、智、信”，后称 “五常”。这 “五常”贯穿

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之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要素，对

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思想凝聚作用，在中华民族饱

经沧桑的坎坷历程中，始终维系中华民族的各族儿女，使他们以

勇猛、顽强的精神为捍卫民族的统一、尊严和荣誉而战；同时，

在多民族统一的封建社会，维系了广大文人志士及社会各阶层的

思想价值观，在维护统治和社会安定方面有重大作用，激励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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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又一代的优秀华夏儿女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奋斗，极力推动了

历史的发展。其价值观历经沧桑，传承至今，对当今社会的发展

和思想道德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一、以 “仁”为本，国泰民安

“仁”是中华文化伦理思想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

体现了中国人的道德思维特点和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是中华传

统文化价值观念的首要核心理念。

“仁”是儒家学说首先提出来的核心价值观念，对中华文化

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何谓 “仁”？仁者，人二也，指

在与另一个人相处时，能够做到融洽和谐；仁者，易也，指凡事

不能只想着自己，多设身处地为别人想想，为别人考虑。做事为

人为己，即为 “仁”。

在这方面，三国时期的刘备可谓做到了极致。在各地割据势

力混战的汉末，刘备，一介布衣，能聚集关羽、张飞、赵云、孔

明等为其出生入死，深得民心，这与其待人处世有莫大的关联。

长坂坡之战，刘备落败之际，仍不肯丢下百姓，愿与百姓共存

亡。试问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样的君王岂能不深得民心？刘备

大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这和其他的军阀烧杀抢夺形成鲜明的对

比。试问哪个百姓不希望过安稳日子？赵云七进七出，拼死厮

杀，救出阿斗，刘备却扔到地上，气呼呼地说 “为此孺子几乎损

我一员大将”。试想赵云和其他部下该做何感想？仁者方能无敌，

仁者自然能让人忠心追随，三国中刘备领导的蜀国实力是最弱

的，但却是最团结的。“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

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① 诸葛亮的一番话

很好地描述了蜀国的人和。正是刘备的 “仁”才使他凝聚了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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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诸葛亮，《出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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