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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聚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

断实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为重要。当代大学生是“00后”的一代，他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群体

特点，沿用传统的“被动单向”教育范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具体实践，迫切需要向

新的教育范式转换。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源泉，其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发

展问题对于探索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本范式提供了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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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are the concentrated manifest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pirit and 

condensing the common value pursuit of all the people. With the continuous practice of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crucial to cultivate and practice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belonging to the "post-00s" generation, 

posses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group features. The traditional "passive and one-

way" educational paradigm can no longer meet the specific needs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hift to a new educational paradigm. The 

Marxist humanology theory serves as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core values education. Its viewpoints 

on the essence, valu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re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exploring and 

constructing a people-centered paradigm for core socialist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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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10][12]。高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增强大学生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和行动自觉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首要目标，也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

体现。当前“00后”大学生个性鲜明且面临社会价值观多元的现状，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需要积极探索符合

“00后”大学生心理及接受特点的新范式，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人才，为社会发展贡

献力量。

一、当前“00后”大学生的特点分析

（一）他们思想前卫且包容性强。“00后”大学生思维活跃，

喜欢追求潮流和创新，容易接受新事物，具有一定的创新和冒险

精神。同时，由于他们成长于社会变革和科技进步的时期，更容

易接触到多元化的信息和丰富的潮流文化，使得思想上更加包

容，愿意倾听和理解不同的观点和文化 [5-6]。

（二）他们追求自由且独立能力强。“00后”大学生更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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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个性的发展和自我实现，强调自己的选择权，喜欢独立思考和

自主决策。在面对问题时，更倾向于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来找

寻答案，而非被动地简单接受观点或者权威意见，这使得他们在

学习和生活中更具有研究性和创造力。

（三）他们价值取向多元且关注实用。“00后”大学生自

我意识凸显，关注个人成长和收获，更加注重个人情感体验和价

值实现。受多元文化和丰富物质生活的影响与冲击，他们在价值

观上呈现多元并表现出一定的实用主义倾向，关注实际利益和效

果，将是否对自己有用当作行动上的指南。

（四）他们习惯数字化生活且学习能力强。“00后”大学生

被称为“数字原住民”，他们他们喜欢使用科技产品，善于利用

网络资源进行自主学习，习惯通过数字平台获取信息、购物和社

交，对互联网有较高的接受度和使用频率，网络技能高，能够适

应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高效性。

二、当前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范式的现状

（一）教育内容浅显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是其核

心和精髓，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涵远不止于此，它涵

盖了理论教育、实践教育、文化教育和情感教育等多个方面 [9]。

但是，高校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往往把传播这24字

作为工作的重心，因而，传统的教育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

论被过度简化地阐述，一般仅停留在表层的解读，而未能深入挖

掘其背后的深刻内涵和逻辑联系，且教育过程强调理论的灌输，

缺少具体实践案例支撑，导致教育内容抽象、空洞，难以引起学

生的共鸣。

（二）教育方式的粗暴化。从教育的本质看，教育包含两个

层面的主体，即教育的施教者和教育的受教者。通常，良性的教

育过程应该是施教者和受教者双方都积极参与，尤其要留给受教

者思考和讨论的权利和选择。但实际情况下，教师往往不顾及学

生的感受和思想实际，一味在乎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接受所教授

的知识而采用说教、强制输入的方式，对学生掌握程度的评价也

以背诵、记忆、考试为主。此种教育手段缺乏人文关怀，忽略了

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对重复说教产生疲倦感，教育效

果是低下的。

（三）教育途径的片面化。“00后”大学生思想活跃，拥有

较强的理性思维和外部信息加工能力，具有一定的明辨是非能力

和较强的自我意识 [11][15]。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的逻辑还停留在将他们作为被动接受的对象，采用较多的还是单

方向的输出，忽略了教育的双向性和互动性，未能真正从学生的

心理需求和接受习惯方面寻找教育的突破点，导致价值观教育缺

少内心真实体验，难以形成情感认同。

（四）教育目标的单一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标

应该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不仅仅包含准确理解和掌握

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含义和意义，更注重价值认同，需要激发大

学生在情感认同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升创新能力和社

会责任感。但实际上，高校因过度注重传授知识本身，忽视了培

养学生的价值观认同、情感共鸣和行为习惯，使得教育目标显得

单一化，缺乏全面性和深入性，这导致大学生在面对一些不良社

会风气时容易否定自身价值，出现价值观的混沌和不稳定状态。

三、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范式转换的原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做人的工作，并使人将其贯彻落

实到具体现实生活中。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正是关于人的学说，

其关于人的本质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所在，其

人的价值理论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本质要求，其人

的发展理论阐明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所在，其人的

活动理论更说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

论问题，更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是一种人类把握世界的实践

活动形式 [1]。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开展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就是以现实的人为对象，以人的本质问题为基础，以人

的价值实现为要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通过激发人的

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达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

的 [2]。

（一）坚持人本性原则。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不能忽视人的主体性，不能将施教者作为唯一的主体，将大学生

是否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归结为教育的成败。马克思主义人

学理论表明要基于人的存在去考察价值观教育，充分尊重人的创

造性。因此，要充分尊重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主体

地位，激发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唤醒其内心自觉并转

化为内在认同，促使其自主地进行行为纠正。

（二）坚持实践性原则。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不仅强调了人

的社会性，更突出了人的实践性本质。实践性是实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目标的关键所在。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必须注重实践环节，通过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创新创业等

活动，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领悟和内化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刻地

理解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从而转化为自觉的行动指南 [13-14]。实践

性原则也指出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三）坚持规律性原则。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不仅强调了规

律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如人的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规律、人与社会

交互作用的规律等，更强调尊重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

一。因此，高校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注意大学生

思想发展和成长的实际规律，更要注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要

素的内在联系，掌握教育的内在规律。只有认识和尊重这些规

律，才能制定出科学、有效的教育方案，保证教育效果。

（四）坚持实效性原则。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认为，人的本

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3]。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必须将其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针对不同情境分

类实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7]。高校应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

想实际，深入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认知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

教育内容，采取特定方法和途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融

透大学生的日常，并实时关注大学生的反馈和变化，及时调整教

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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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建新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范式

（一）理清价值观教育的目的，强化教育的系统化

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一项整体性、系统

性、协同性的工作。高校需运用系统思维，结合大学生身心发展

特点与高校办学特色，加强教育的顶层设计。要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有机融入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特别是在课程安排、实践

活动、校园文化及网络建设等方面下功夫，确保教育的全覆盖

与深入影响 [8]。要强调常态化，注重教育、管理、服务的有机结

合，形成长效的教育引导机制；要强调全过程性，确保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成长的每个阶段都能发挥引领作用。因此，

高校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纳入学校事业发展规划，并体

现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中，也应明确

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要求。此外，校内各部门需加强

协同配合，共同推动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确保教育目标的顺利

实现。

（二）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教育的人本化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00后”大学生很容易接触到来自社

会各方面的不良风气的影响，如果只是一味的被动接受教育，自

然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实感悟，容易渐渐失去理想信

念，价值观转向功利化。因此，高校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

要坚持人本主义原则，对大学生做到尊重、关心和理解，体现情

感融合和人文关怀。在教育过程中，不仅关注知识的传授，更要

注重学生自我认知、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能力培养。一方面要

善于发现“00后”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包容他们的个性差异，

了解他们的关注点，理解他们的行为习惯，尊重他们的接受方式

和兴趣选择，为他们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和方式，鼓励他们进

行积极思考，主动参与实践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要挖掘“00

后”大学生的积极品质，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采取启发式教育

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他们开展自我教育，帮助形成

正确的自我评价和认知，激发其内在潜能。

（三）积极创设多种实践条件，推动教育的具体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一种行为教

育，也是养成教育 [4]。高度凝练而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抽

象的，也是具体的，高校要不断探索和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体化。一是要通过生动的案例和故事来

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应结合时事热点、社会现象、

人物事迹等将抽象的价值观进行深度解读，让学生理解其不仅包

含深刻的时代意义更是鲜活的实践、实景、实例，从而感受到价

值观的力量，增强情感认同。二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各种实践中。如在专业实践中突出知行合一，结合专业特色设计

实践活动，强化校企合作开展专业实习实训，真实解决社会实际

需求，体现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相统一；如强调社会责任感开展

志愿实践，弘扬雷锋精神，在深入企业、社区、农村的社会服务

中体验友善、诚信等价值观的实际意义；再比如结合特定节日和

纪念日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提高对爱国守法、文明礼仪的价值理

解。三是利用新媒体技术拓展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要充分理解

“00后”大学生所处的信息化时代和他们对互联网、社交媒体的高

度依赖，制作微视频、微信息、微动画等将价值观以更加直观、

生动的方式呈现给学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四）注重教育环境的营造，实施教育的生活化

真正的价值观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将所学的价值观真正

“用起来”，即将抽象的价值观理念转化为个人行为准则，并在

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因此，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形

成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学习氛围，注重熏陶教育，关注学生的

生活情境，强调学生的内在真实体验。一是要重视宣传阵地的打

造。不仅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覆盖教室、宿舍、操场、宣传

橱窗等公共环境中，更要将其融入校园网、微信、论坛、抖音等

新平台中，讲好价值观的故事。二是挖掘高校特有的人文精神。

从文化浸染的角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从行业发

展、校史、专业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感人故事中汲取契合的精

神进行再加工，形成特定的精神文化，并软植入学生心中。三是

采用学生语境开展宣传活动。要摈弃冰冷生硬的宣传语的使用，

多关注学生的生活体验、态度和需求，用学生听得懂，喜欢听的

话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诠释，可以设计一系列富有创意和

趣味性的标语、文字、图片和广告，让它们活跃在校园内外进行

潜移默化的影响。四是融入学生素质养成体系中。要把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各类评优的前置条件，纳入综合素质

评价和学分体系，并积极遴选学生先进典型和道德先锋，加强宣

传力度，激发大学生自我成才的内驱力，带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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