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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媒体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生活化探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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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手机媒体推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生活化，需要充分利用手机媒体的优势特性，坚持主导
与多样、严肃与通俗、渐进与自调相结合的原则，努力将手机媒体融入高校课程建设，利用手机“微”平台加强隐性教育，

创新方式、紧贴实际、满足个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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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

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并要求青

年“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这是对青年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殷切希望和明

确指示。习近平同时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

领悟它，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

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１］因此，对于成长与生活在手机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而言，要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运用手机媒体推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生活化。

１　理论基础及现实基础
１．１　理论基础

马克思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２］７３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完善了生活

教育理论，提倡“生活即教育”，强调教育是生活的需要，生活是教育的中心，生活决定教育［３］１６７。可见，

教育是人能够生活的手段，是人能够更好地感知生活意义的前提，教育最终也要实现向生活回归，实现

教育的生活化。因此，教育与生活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标融入大学

生的生活，让教育效果从大学生的生活中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生活化就是指以价值观教

育、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活世界的观点为理论基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融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

中，让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中感知与领悟其内涵，让意识层面的认识回归于现实生活之中。

１．２　现实基础
《第３７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６．２０

亿，占网民规模的９０．１％，网民中学生群体占比２５．２％。手机，这个集纸质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
网络媒体的功能于一身的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是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重要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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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实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生活化“最接地气”的重要载体。

２　手机媒体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生活化中的优势特性
利用手机媒体推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生活化，具有其他任何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

势特性，主要体现在传播时空的快捷性、传播方式的互动性、传播对象的精准性、传播工具的多样性、传

播内容形态的灵活性等方面［４］。充分运用手机媒体的这些特性，不仅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对象的精确定位、教育内容的精确投放、教育效果的精确评估［５］；而且手机媒体中微博、微信、微

视、微电影等“微”平台体现出的平等性、时尚性和思想性，有利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的

内容落细、落小、落实于大学生的日常教育中，在潜移默化过程中沁入大学生的心智，转变为大学生的思

考和行为方式，有利于实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３　运用手机媒体推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生活化的原则
我们应充分发挥手机媒体的优势特性，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把握好原则，推进大

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生活化［６］。

３．１　坚持主导与多样相结合
这一原则是指在手机媒体信息传播方式多样性、内容表现形式丰富性的特性下，要始终坚持“一元

思想”，即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多元意识形态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在教育与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提升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性地位的认同感。同

时，还要坚持多样性，要正视价值观多样并存的事实，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不断接受新思想，在包容多

样中增进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延和内涵。

３．２　坚持严肃与通俗相结合
所谓严肃是指在手机媒体条件下要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内容

上必须是严肃的。手机媒体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新的平台，但是也导致西方一些国家别

有用心的通过手机媒体来传播其庸俗的价值观，冲击我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因此，通过手机媒体渠道必

须保证信息传播的严肃性。但是，也需要通过手机媒体这样大众化、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在内容与形式

上更加通俗化，将理论知识化繁杂为简单、化晦涩为通俗，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日常化、生活化，

易被大学生理解、认同与实践，从而更有效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３．３　坚持渐进与自调相结合
所谓渐进，就是利用手机媒体推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生活化过程中，必须循序渐进，

避免“一刀切”和“模块化”。要尊重不同个体之间的价值差异，为各种观点搭建平等对话的平台。自调

即教育中应注重大学生的情感体认环节，紧密结合生活实际，避免空洞说教，知行脱节。注重将价值认

知、评价、选择等活动有机统一，使大学生深刻感知主流价值观主导下的积极正面效应，以及与之相对应

的消极负面现象的危害，不断澄清价值观困惑，实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被动认同转化为主动

认同［６］。

４　运用手机媒体促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生活化的路径
４．１　将手机媒体融入高校课程建设中

习近平在北大师生座谈时提出：“核心价值观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要坚持由易到难、由近及

远。”［７］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就可实现的，需要日积月累。手机作为大

学生获取信息的主流渠道，高校应当发挥好手机媒体的优势，利用手机媒体来丰富传统的课堂教学模

式，发挥好手机信息传播的灵活性、趣味性、短时高效的优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抽象“大理论”

讲述成生动的“小故事”，把社会现实的“大问题”转为化日常生活的“小细节”，把不可触及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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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大学生切身利益的“小个体”［８］，通过手机移动“微课程”教学，让大学生通过微博、微信平台就可

点播，不用出门便可以随时上课。

４．２　活用手机“微”平台，加强隐性教育
手机微博、微信、易信等“微”平台已成为当今大学生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多大学生每天都

会“刷一刷”朋友圈，因此，获取的信息很大一部分便来自于“微”平台。各高校可以在微博与微信、易信

等“微”平台上开创公众号，开辟宣传教育阵地。如可以通过在“微”平台上开设在线课程学习、话题讨

论、互动交流等，实现信息的及时发布与交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渗透进大学生的手机

日常生活中去；并通过微信、易信等“微”平台，实现学生与院系、学校职能部门之间的多向交流，及时解

决学生的思想困惑。

４．３　创新方式，紧贴实际，满足个性需求
大学生的意识活动大多处于感性层面的心理活动，这使得只有形象化和感性化的影视信息等才能

对大学生产生一定的效应，包含于其中的价值理念、行为规则和理想目标才能被大学生理解和认同。要

想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大学生信息传递和意识形态沟通的主旨，就必须实现其文字内容的视觉

化、理性概念的感性化，运用娱乐、情感、艺术、时尚元素构建话语内容，由政治宣传转变为文化传播［９］。

首先，要贴近青年大学生特征，积极开发手机文化产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融入时尚流行元素

中，抽象概念具体化、枯燥理论趣味化，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吸引力。如用手机沙画、卡通、

ＦＬＡＳＨ、动漫等青年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包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
次，紧跟工作热点，科学设计手机“微”活动。提升手机“微”活动的凝聚力。例如，开展“校园三支歌”

视频展播、“晒家风”微电影创作、“青马”论坛等活动，促进传统的、有意义的活动融入大学生的手机生

活，促进网下活动与手机“微活动”的良好互动，更好地营造舆论氛围，达到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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