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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浙江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李慧娟               于明 

【摘 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内核。调查显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西方国家

的文化渗透下，浙江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存在一些问题。构建浙江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章认为应当坚持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强化学校教育、充分发挥社会实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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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大学生的价值观表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倾

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培育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务。浙江省作为

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及各种文化思潮的交汇碰撞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更为深切。为了了解浙江大学生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及特点，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2016 年 9 月，我们对浙江某些高校进

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5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480 份。为我们研究浙江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中最基本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内核。党的十八

大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分别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公民个人层面提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大学生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提供了统一的标准,从而引领

青年学生广泛认同并自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深层的精神内核。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科学命题，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大学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大学生核心价

值观的培育更加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 

二、浙江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的问题 

总体上，浙江大学生价值观积极向上，说明这些年来在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成效显著，但部分大学生在成长过程

中其价值观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次调查中，对于长江大学生结梯救起江中 2 名小学生，而其中 3 名救人的同学

溺水死亡的评价，39.8%的大学生认为因救人而牺牲的大学生明知自己水性不好还要下水救人，真是太不理智了。对于造成重大

损失的自然灾害，是否捐款捐物有 29.6%的大学生选择视情况而定，13.3%的大学生选择与我没关系。反映大学生价值取向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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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倾向明显，讲究享受、注重物质现实、将个人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奉献放在首位。只有 29%的大学生认为学校有必要如此大力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多元的社会思潮和复杂的社会环境对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造成了不小的消极影

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

增强，人民安居乐业，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但有些别

有用心的人把我国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贫富分化、贪污腐败、诚信缺失等社会现实问题，归因于社会主义制度。一些大学生由

于历史知识的匮乏和自身阅历的不足，对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取得的成就缺乏了解。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本位，强调个性权利的张扬，对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部分学生重自

我价值，轻社会价值，强调对自我需要和利益的满足，不重视个人对集体、社会应尽的责任、义务和奉献，强调个性意识，而

集体意识却趋于淡漠。调查显示，当问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哪个更重要时，17.6%的大学生认为共同理想重

要，17.6%的大学生认为个人理想重要，38.5%的大学生认为两者同样重要。在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什么的多项选择中，选择的

答案中含有金钱的多少的最多，占 58.9%；而答案中含有对社会贡献的大小选项的只占 5.8%；其他选择社会地位的高低、权力

的大小、生活是否舒适、是否得到他人的尊重、知识的多少等选项的基本持平。反映大学生们更看重自己的发展，有的认为实

现自我更重要，有的认为应该在奉献社会的同时满足自己的需要，持有只求对社会奉献而不求回报人生信条的大学生比较少。 

三、浙江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灵魂，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上的，只有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和整合功能。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指导地位，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引领先进文化

的发展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使大学生在文化冲突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基本的价值取向，自觉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大学生的思想基础。 

（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构建应当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

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举措之一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化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

方面，就是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对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历史使命和发展

前景的自觉与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建立在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基础之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 字

内容中既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时代特征，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来源。

因此，在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与培育过程中，我们不能摈弃而是必须传承与发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三）强化学校教育 

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结合起来，在这些教育形式中，学校教育占主导地位。

首先，各高校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育，使课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根据各门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特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贯穿于各个教学环节。其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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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之中，结合各专业的特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主要内容等纳入整体教学布局和课程安排，做到专业

教育和核心价值观教育相融共进。第三，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鼓励广大师生开展相关科研工作、撰写论文

和专著，举办讲座，组织专题讨论、学术报告会等方式，在大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认同感。第四，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网络文化建设，必须倡导主流社会价值观

念，遏制不良价值取向的信息在大学生中散播，并建立网页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占领校园网络思想阵地。基于网络

微时代的特点，高校要多运用微信、微博、微视、微电影等新的传播手段，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大

学生价值观的引导。 

（四）充分发挥社会实践的作用 

社会实践起着连接学校与社会的重要作用，高校应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实践教育中，充分发挥社会教育的导

向作用。社会实践能使大学生正面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亲身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真正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增

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使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达到知行合一。通过党团活动、社区服务、志愿者活动、假期社会调

研、支教和“三下乡”活动等多种社会实践形式，引导学生把所学的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中，让学生在实践中形成核心价值观，

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此外，高校要进一步创新社会实践的形式，拓宽社会实践领域，用科学的实践理论指导学

生开展社会活动，逐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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