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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视域下大学生对“课程思政” 

所传达价值观的认同程度研究 

——以浙江树人大学学生为例 

俞捷 尉玉芬
1
 

(浙江树人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摘 要】：当代社会的多元文化极大地冲击了高校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高校迫切需要通过

“课程思政”改革以整合大学生的价值观。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多元文化视域下大学生对课程思政所传达价值观

的认同程度进行分析,发现大学生对课程思政所传达的价值观表现出高度的认知和情感认同、中度的行为意向倾向。

由此可见,“课程思政”对整合大学生价值观的外化效应明显,但内化效应还有待提升。“课程思政”的实效还有待

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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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否具备“合格的建设者”和“牢靠的接班人”的

重要问题。高校是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课堂是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硬抓手。为响应国家“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的号召,各高校开始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但课程思政是否达到了在知识传授中实现价值观引

导的预期效果?基于此研究目的,本文拟考察大学生对课程思政所传达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以论证“课程思政”实效。 

1 多元文化视域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现状 

文化多元必然引起价值观的多元化。生活在文化沟通自由、互联网和移动通信迅猛发展时代的大学生,他们享受着经济发展、

国家强大给他们带来的红利,却在某种程度上迷失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因此,整合大学生价值观成为当下党中央刻不容缓的事宜,

而高校无疑是整合大学生价值观的主阵地。 

课题组于 2020年 7月对浙江树人大学首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的 22位授课教师进行了访谈。根据访谈结果,本文将课程

思政所传达的价值观涵盖的基本内容归类为思想道德类、职业素养类、法制宣传类和生态文明类价值观(如表 1所示)。其中,思

想道德类包含传统道德观和现代价值观;职业素养类包含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法制宣传类包含网络法律和法律宣传;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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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总体而言,“课程思政”所传达的价值观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 

表 1思政元素分类 

主题类别 主题 价值观 

思想道德类 传统道德观 
爱国、合作、钻研、拼搏、奉献、爱学校、爱同学、家国情怀、 

理想信念、政治文明、党史党情、互帮互助、生活有目标 

 
现代价值观 

钻研、拼搏、奉献、刻苦、勤勉尽责、责任担当、工匠精神、 

善意有偿、自我反思、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民族文化认同感、利用新媒体积极创新 

职业素养类 职业道德 
敬业、爱岗、安全生产、诚实守信、信任他人、善于沟通、 

团队协作、求真务实、工程伦理、维护金融主权、防范金融风险 

 
社会责任 

开源、共享、社会利益、独立自主、服务社会、 

造福社会、文化自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法制宣传类 网络法律 防止网络暴力、遵循网络规范与法则 

 
法律宣传 守法、规范、客观公正、公平正义、知法守法 

生态文明类 环境保护 重视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生态观、追求可持续发展 

 

2 大学生对“课程思政”所传达的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分析 

弗里德曼认为对任何特定物体、观念或人的态度,是一种带有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为倾向的持久系统。本文借鉴弗里德

曼的观点,从认知、情感、行为意向三个维度来考察大学生对“课程思政”所传达的价值观的认同程度进行分析。 

在对授课教师进行访谈的基础上,课题组对上述授课教师所授课程的学生进行了“关于多元文化视域下大学生对课程思政

所传达价值观的认同程度”问卷调查。课题组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通过问卷星平台共发放问卷 251份(均为电子问卷),回收 251

份,剔除无效问卷 0份,问卷有效率为 100%。 

2.1大学生对课程思政所传达价值观的认知分析 

认知是个体对于特定物体、观念或人的信念,此信念来自于其自身的思想、知识、观念或是学习。认知分析目的在于考察大

学生是否感知到教师在课程中意欲传达的价值观。 

表 2四大类价值观的认知程度 

 
强烈感知 感知 不确定 没有感知 丝毫没有感知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思想道德类 114 45.42% 115 45.82% 20 7.97% 1 0.40% 1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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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素养类 122 48.61% 115 45.82% 14 5.58% 0 0.00% 0 0.00% 

法制宣传类 110 43.82% 126 50.20% 13 5.18% 0 0.00% 2 0.80% 

生态文明类 93 37.05% 142 56.57% 16 6.37% 0 0.00% 0 0.00% 

 

根据表 2 所示,近九成学生表示“强烈感知”或“感知”课程思政所传达的价值观,说明大学生对四大类价值观有高度的认

知倾向,体现了授课教师在课程中意愿传达的价值观是明确、有识别度的。但畸高的认知倾向,或许也反映出授课教师的思政元

素尚未融合于课程知识中,存在“为了思政而思政”的形式主义。此外,存在小部分大学生表示“不确定”“没有感知”或“丝

毫没有感知”。究其原因,除学生未认真听课的主观因素外,可能是授课教师所传达的价值观过于宽泛、没有经过凝练以至于部

分大学生没有完全接收到课程思政所传达的价值观。我们再追踪学生表示“不确定”“没有感知”和“丝毫没有感知”的数据,

发现大学生对思想道德类的认知程度最低。这可能是由于课程对此类价值观教育过于空洞,大学生缺乏代入感以至于他们感知不

到此类价值观。 

2.2大学生对“课程思政”所传达价值观的情感分析 

情感是大学生对课程思政所传达的价值观触发的一种情感上的反应,即对价值观的爱恨等主观感觉。情感分析的目的在于探

究大学生是否表现出对课程思政所传达的价值观表示情感上的认同,简单来说就是“我对课程思政所传达的价值观的感情怎么

样?我是赞成还是反对?”的问题。 

表 3四大类价值观的情感认同程度 

 
非常赞成 赞成 不一定 不赞成 非常不赞成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思想道德类 112 44.62% 123 49.00% 13 5.18% 3 1.20% 0 0.00% 

职业素养类 118 47.01% 120 47.81% 13 5.18% 0 0.00% 0 0.00% 

法制宣传类 118 47.01% 119 47.41% 11 4.38% 3 1.20% 0 0.00% 

生态文明类 92 36.65% 142 56.57% 17 6.77% 0 0.00% 0 0.00% 

 

根据表3显示,大学生对四大类价值观表示“非常赞成”或“赞成”的比率高达90%以上,可见大学生对四类价值观有着非常

高的情感认同倾向,体现了大学生整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认同,表现出一种积极式的反应。我们追踪表示“不一

定”“不赞成”和“非常不赞成”的数据发现:大学生对四类价值观的情感态度与认知态度高度拟合。这组数据的对比,或许可

以说明大学生存在选择性地接受价值观的现象,即大学生对自己并不认同的价值观,即使授课教师在课程中已明确传达了,但大

学生可能并未感知到。 

根据表 2 和表 3 数据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大学生对课程思政所传达的价值观有着高度的认知和情感认同倾向,说明“课程

思政”的外显效应显著。 

2.3大学生对“课程思政”所传达价值观的行为意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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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意向是大学生根据本身的信念或感觉而采取行动的意图。在完成大学生对课程思政所传达价值观的认知、情感分析的

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究大学生对课程思政所传达价值观的行为意向可以检测“课程思政”的内化效果。 

表 4大学生对四大类价值观的行为意向对比 

 
非常同意 同意 不一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思想道德类 96 38.25% 122 48.61% 33 13.15% 0 0.00% 0 0.00% 

职业素养类 94 37.45% 128 51.00% 29 11.55% 0 0.00% 0 0.00% 

法制宣传类 85 33.86% 136 54.18% 30 11.95% 0 0.00% 0 0.00% 

生态文明类 58 23.11% 185 73.71% 8 3.19% 0 0.00% 0 0.00% 

 

根据表 4 所示,仅 80%以上的大学生表示“非常同意”和“同意”按照课程思政所传达的价值观行事。而对比大学生对课程

思政所传达价值观的认知和情感数据可知,行为意向调查中表示“非常同意”和“同意”的比率有所下降。由此说明,“课程思

政”的外显效应明显但内化效果尚存在改进的空间,课程思政的隐性思政功能已初显成效,但尚需夯实。 

3 结语 

在多元文化视域下,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和战略任务。总体而

言,“课程思政”对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是有积极作用的。为提高大学生对课程思政所传达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使其从表面认同

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高校还需做进一步努力:首先,要创新制度,引导“课程思政”改革的深入推进;其次,要创新内容,遴选

适合的课程知识植入思政元素,使两者无缝融合;再次,要创新教学方法,促进“课程思政”达到“润物无声”的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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