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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与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养 ①

常佩艳
（延安大学 石油学院，陕西 延安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延安精神与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延安精神培养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我们要依托延安精神的地域优势，开展多种教学实践活动，做好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工作，继而使当代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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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已经使大学生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高校扩招前，大学生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上

大学是每一个学生的理想，甚至是奢望，那时的大学生有激情，有干劲，因为他们属于社会的精英群体。

但是随着高校扩招之后，尤其是社会大环境的巨大变化，大学生已经没有了过去荣耀的光环，上大学对

于大学生的个人成就和前途没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很多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了变

化，甚至自己都没有考虑过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对于大学生价值观的培养，一定要有重点，

尤其是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结合延安的优势，笔者认为，可以依托延安精神的地域优势，优先

培养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只有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培养起来了，大学生的价值观才不会走偏，才能更

好地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１　延安精神的时代性
延安精神，从根本上来讲，是培养人才和激励人的精神，但延安精神不只是过去的精神，必须与时俱

进，富有时代性。有些学者认为，延安精神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和两条路线。“‘四种精神’是：追求真理、

献身真理的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两条路线’是：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一切为了人民的群众路线。”［１］这对延安精神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道出了延安精神的精

髓。但这样的言语对学生来讲，过于空虚，这也是当前思想政治课教育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

因，即书上的话语与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认识存在间距，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改变延安精

神的言语表述，使延安精神与学生生活的时代结合起来。大学生的自觉性现在越来越差，对于与自己关

系不大的事情，很多人都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艰苦奋斗的精神已经很难见到，这通过大肆的言论说

教，恐怕很难真正起到效果。另外，社会对于教育效果失效的过度纵容，也导致延安精神的宣传和落实

更多停留在口头上。懂延安精神，理解延安精神，并不是能够背出延安精神的内涵，而是要能够身体力

行，用延安精神真正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学习。

延安精神不是理论，不是停留在精神层面的精神，延安精神源于社会实践，没有社会实践就不会有

延安精神。而社会实践是不会止步的，它会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继续向前，所以延安精神也不会止步，

也要继续向前发展。“‘延安精神’既不是一个即时的政治口号，更不是一个空泛的精神说教，而是中华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０１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２０１３年人文社科项目（２０１３ＪＫ００１７）；延安大学２０１３年人文社科专项基金项目（Ｙｄｓ２０１３－４１）
作者简介：常佩艳（１９７２－），女，陕西米脂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年第７卷

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既要同中共中央在延安１３年的历史实际结
合起来，又要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结合起来，使之真正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

大精神动力。”［２］而要与实际结合，说到底其实就是要使延安精神富有时代性，与当前的社会时代结合

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延安精神不停留在过去，也只有这样，延安精神才能真正成为培养大学生核心价

值观的一个最为有效的工具。

２　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的价值观具有理想性、精神性特征并富有时代气息，大学生的独立意识、自我发展和自我

实现意识不断增强。”［３］大学生价值观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和大学

生自身的特点。大学生年轻，富有活力，能够紧紧抓住社会变化的每一个细节，使之很快转化到自己身

上，这样大学生与社会发展变化的脚步是同步的。但是社会在转型期，容易出现很多不良现象，影响着

大学生。现在不少大学生对于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更多倾向于自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自己有利的则

是有价值，不利的则是无价值。从大的方向来讲，大学生的价值观整体处于正常状态，但是在细节性的

言行上，明显凸显出大学生基本的道德礼仪常识已经非常缺乏，对于核心价值观，不少大学生觉得离自

己很遥远，或者是别人的事情。另外，现在对于思想政治或核心价值观的考量，主要依赖于考试，使学生

很反感，而实际情况又难以考量。所以，大学生的管理难度加大，这也是导致大学生核心价值观难以培

养的另一个原因。

置身于社会现象多样化的大环境，大学生的价值观多元化和自我化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大学生

毕竟已经到了成人年龄，依然不能认识、学习和接受正确的价值观，这说明我们的教育环境是有问题的，

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的教育是单向的，只有教育方，没有惩罚方。不少人认为，教育学生不能采取惩罚措

施，实际不然，惩罚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现在的大学生都很脆弱，而这种脆弱的性格不也是社会给予的

吗？我们怕学生出事，为了使学生不出事，就忍让、退让，这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使问题越发严

重。“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是大学生群体价值观体系的内核和中心，是当代中国大学生这个特定社

会群体在长期价值生活实践中积淀和形成的有关客体对主体效应的根本看法，是最深刻揭示大学生群

体本质的精神内核。”［４］而这种精髓内核一定是积极向上的，能够与大学生的身份地位相符合，一旦这

种精神内核与我们对大学生的认知和期许不一致时，就说明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已经缺失，不一致程度

越高，意味着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缺失也越为严重。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缺失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社会

的原因，也有学校和老师的原因，还有自身的原因，内因是主要的，所以对于大学生的教育要依据时代变

化，适时做出调整，要从细节上培养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

３　依托延安精神地域优势，培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
延安精神要永放光芒，就必须继承和传承下去，而当代大学生正是延安精神的继承者和传承者。延

安大学地处陕北延安，其发展自然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但是延安有延安精神的地域优势，我们要把延

安精神与当代社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依托延安的红色革命精神资源，时时刻刻做好大学生核心价值

观的培养工作。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养，首先必须明确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既要与延安精神结合起

来，也要与大学生自身结合起来。“构建以‘爱国爱党、民主科学、崇尚荣誉、文明道德、公平正义’为核

心的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５］，既符合延安精神的基本要求，又与时代特征及当代大学生的特点相符

合，但是这些内容的认知、学习和接受，也不能完全采取灌输式教育来实现，需要采用教学实践这种有效

的教育方式。“实践出真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都突出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事实上，实践

教学也是在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实践，即实践教育不是盲目的。正是因为实践教育不是盲目的，才使实践

教育有时比课堂教育更有效果，学生也更多喜欢参与实践教育。

教学实践活动是思想政治课经常采用的一种学习方式，这种学习方式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学生和老

师可以针对某一问题认真讨论，同时又不同于通常的课堂教育，不受课堂纪律的约束，每个学生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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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学习效果自然要好得多。延安就具有开展这种实践课程的地域优势，延安的红色革命资源很丰

富，这些资源是学生学习延安精神的最佳场所，延安精神是培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工具。大学生

核心价值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甚至会影响学生的一生，对此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更不能将大学生

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完全放在课堂上进行，必须充分利用延安精神的地域优势去培养大学生的核心价值

观。延安精神在这里也是一个富有时代气息的延安精神，能够使大学生欣然接受的延安精神，否则就不

会起到应有的教育宣传效果。延安精神发源于延安，却不能终止于延安，而是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学习

延安精神，这种特殊的地域吸引力会促使延安精神更加大放光芒。此外，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延安精神

的教育和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不是独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在对大学生进

行延安精神教育时，是在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而在培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时，其实也是在进行延安

精神的教育，这二者是紧密结合、不可分离的。而这种紧密的结合，只有延安可以做到，也只有延安可以

做好。因此，我们有延安精神的地域优势，就要充分利用这种优势，积极培养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使大

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

４　结语
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缺失和偏向，已经严重制约着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加快大学生核心价

值观的培养，在当下已经成为大学生教育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要依托当

地优势，对于延安来讲，更多可以依托延安精神的地域优势，多采取教学实践活动进行培养。这样不仅

有利于提高培养效果，同时学生也容易认知和接受。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关注延安精神的时代性，

要用富有时代性的延安精神培养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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