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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问题与策略 ①

吴大平
（湖南科技大学 学生工作处，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当前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主流积极，但也存在危机，主要体现为：一是知识融合不够，二是
思想政治教育滞后，三是社会环境的冲击，四是学生主体存在缺陷。制约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要素主要是

未及解决的元问题，异质文化的冲击以及对学生个性的忽视。促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策略路径应该是

加快知识融合，优化教育形式以及推进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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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作为我国思想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的包容性和深刻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２４个字统摄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基本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自然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教育。

关于认同这一概念，因为立场不同，自然众说纷纭。而相对于教育概念来讲，其本身却具有着丰富

的特点。教育只是囿于知识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认知的单向维度上。而认同，则涵盖认知、情感、

践行三个层面，是一种多维立体的接受，因此更加彰显主体性和实效性。所以，认同策略的阐释是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的必然指向，其理论旨趣自然区别于一般性的教育路径探索。具体落实到大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则更应该明显地包含理性认知、情感理解、个体践行三个过程。

１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问题
根据相关资料的调查，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主流是积极的，但同样存在认同缺失的

危机［１］。综而述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知识融合的危机。大学生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由来已久，当前就课堂教学来讲，主要学习的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其教育目的

显而易见，就是要培养大学生基本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知识素养。这其中，虽然核心概念即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内容阐述已然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并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但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

系的融合存在罅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了核心要素，更加注重凝练表达，强化了实践导向。这些

鲜明的特点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的基础知识教育目的存在了某种落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知识内容自然统摄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体系，然而具有鲜明层次性、高度凝练性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知识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体理论缺少融合，这就必然在基础层面上造成对历史资源借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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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够。更直接的目的就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意图南辕北辙。

二是思政教育的滞后。当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了学生教育的始终，国家对于思政课堂的巩

固和拓展，有高度的重视和颇多的努力。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观念陈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的

实效。主要体现为思政课堂对于认知维度的过分偏重，而情感和践行两个层面的缺失使大学生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另外，新时期大学生有着不同于以往时代学生的丰富特

点，又加之网络背景下，新媒体异军突起，深刻地改变了年轻大学生的认知和交往方式。而反过来，许多

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依然坚持以课本知识的灌输为主，忽视各类贴近学生新媒体教育形式的运用，罔顾

新时代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此在接受形式层面就减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使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收效大打折扣。

三是社会环境的冲击。进入新时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教育投入也逐步增加。但社会环境中

依然存在有悖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的现象，盲目崇尚金钱利益的世俗化价值追求与崇高的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的价值承诺背道而驰，使受教育群体的信仰出现动摇，从而质疑现有核心价值导向。许多教育主

体如教师、家长，不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教育主体在行为示范和教育目的上出现了脱节，自然造成教

育对象的心理疑惑，甚至不以为然。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客观上造成了多元文化的博弈。多种

价值观念涌入，使缺少经验和理论素养的广大学生不知所措，甚至误入迷途。总之，以西方资本主义文

化为代表的异质性文化形态的侵入，更使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道阻且长。

四是学生主体的缺陷。当前的接受主体即学生，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当代大学生生活于改革开

放时期，对于严肃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艰难的革命历史缺少深切体验，因此对于思政教育课堂的兴趣日渐

低下。更进一步来讲，基本上每一类现状调查都会发现，虽然大学生群体对于基本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代表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掌握熟练，但是却只限于基本的知识认知层面，情感认同和实际践行未

能与之并驾齐驱，明显的不平衡性使教育收效甚微，这也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现状的核心问

题所在［２］。

２　制约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核心要素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认同现状的危机揭示了

许多认同缺失的原因，但也指出了制约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因素。

一是未及解决的元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元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元问题不仅包括

基于价值哲学的“认同”概念的抽象解读，同时更应含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本质、目标、规律

等一些相关概念的内涵阐释；再进一步来说应该还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知识融合问题，这个说到底是个课程建设的问题，其在根本上制约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

直接成效。

二是异质文化的冲击。异质文化的冲击主要指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其他异质性文化价值形态的冲

击。异质文化的冲击是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结果，也是我们必须正确对待的教育文化

现状，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接受的一场考验。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辩证地看：西方许多价值

观当然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如平等、公正等，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辩证借鉴的。而另一

方面，对于拜金、个人利益至上等等，则是我们应该批判抵制的。因此，这既是一场挑战，也是一次机遇。

毫无疑问，我们有绝对的自信，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先进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三是对学生个性的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个性特色的忽视，包括地域、年龄、身份背景等等。

长久以来，各种有关学生思想教育的样本调查，就没有很好地注重过学生个性，致使许多调查统计结果

参考意义不大，从而这也成为了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一块痼疾［３］。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当代大学

生时代特性的置若罔闻，须知，尊重学生的时代特性是我们取得教育实效的逻辑起点。

３　促进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策略
基于以上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现状和核心影响要素分析，提升认同成效的策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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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言而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因此，具体的促进认同的策略

也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谈的。

第一，加快知识建构。主要是指加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知识融合和

对相关元问题回答的进程。当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内容设置，一方面是出于教授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基础知识的目的，这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观照相对较少。由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是根本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练表达的最大公约数，因此将其融入思政课程对于提升

教育实效、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国家当前关于意识形态教育的最高呼声。另一方面，思政课程内容更新频率较低，

与实际结合不够紧密。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代形势有着天然的紧密关系。而且，意识形态教育的

时效性也有着合乎规律的当然性。

第二，优化教育形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比其他，有着教育的严肃性、系统性。因此，提升思想

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形式至关重要。如前所述，认同包括理性认知、情感理解和个体践行三个层面。因

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于实践环节应该予以重视。这不仅要体现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也要在课

堂教学中有所侧重，因为立体的接受要比单纯的理论灌输更具成效［４］。不仅如此，对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的整个工作来讲，都应该结合时代，贴近学生，不断创新教育形式。如思想政治教育中自媒

体的运用，校园文化建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党团、社团组织活动的融合创新等等。只有富有时代

意味，尊重学生个性的形式才能更好地被学生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真正融入学生，为

学生所认同［５］。

第三，推进队伍建设。促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根本上有赖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队

伍。这支教育队伍既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师队伍，也包括学校学生教育、管理和服务队伍。推进队

伍建设，关键要抓住三个方面：其一，提升队伍素养。不仅要开发队伍智力潜能，强化知识理论修养，更

重要的是要促进这支队伍积极转变观念，立足岗位，不断创新。其二，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学校

管理干部专业教师、辅导员等等都应该参与进来，形成工作合力，开创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的局面。其三，注重辅导员队伍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固然重要，但辅导员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

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单纯从绝对时间来讲，辅导员与学生的接触时间要多得多。因此，辅导员

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既要不断提升业务素养，更要率先垂范，唯有如此，才能对促进大学生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起到引导作用。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

内容。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主体的协同。既要尊重规律，也要贴近学

生；既要转变观念，也要更新知识；既要创新形式，也要完善队伍。唯有如此，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认同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１］郭朝辉．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感实证研究［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９）：２１０
－２１５．

［２］张琼．网络境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探析［Ｊ］．思想教育研究，２０１３（４）：２１－２５．
［３］赵伟．人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现实根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探索［Ｊ］．社会主义

研究，２０１４（５）：３７－４１．
［４］张丁杰，曾贤贵．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的构建［Ｊ］．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２）：６７

－７５．
［５］刘峥．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Ｊ］．学理论，２０１０（１６）：２８２－２８４．

（责任校对　莫秀珍）

８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