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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形成长效机制，以推进该工作的常态

化，同时应有所创新：创新涵育滋养机制，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

养；创新熏陶育人机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

创新实践养成机制，使学雷锋等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创新示范引领机制，树立

先进典型，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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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娇娜：创新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长效机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是高校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近年来，不少高校

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面对各种社会思潮

不断交融交汇交锋的新态势和价值观多元多样

多变的新形势，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

育仍然任重道远。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需要不断创造

新形式，探索新方法，总结新经验，久久为功，持

之以恒，形成长效机制，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这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

义。创新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长效

机制，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创新涵育滋养机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

宝，积淀着最深沉的价值追求，应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

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今

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

从中汲取其丰富的营养，否则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１］１７０高校在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应创新涵育滋

养机制，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１．不断寻找、发现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

高校可以通过开展专题研究和科研立项活

动，组织教师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为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学理支撑和理论基

础，使之不断获得优秀传统文化的涵育和滋养。

在专项研究中，应不断阐发优秀传统文化在当

代的价值，找寻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契合点。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

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

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１］１６４；

要不断推陈出新，做好优秀传统文化在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富强与我国先哲们的

“民智者，富强之源也”“从来治国者，欲求自

强，必先求自富”“变法之法，富国为先”等教导

具有一致性；民主与我国先哲们的“民主制度，

天下之公理”“圣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

治天下”“古者，国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议，所以

集众思也”“善为国者，顺民之意”等教导相契

合；文明与我国先哲们的“治国不以礼，犹无耜

而耕也”“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

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等教导相一致；和谐与

我国先哲们的“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君

子和而不流，强哉矫”“政通人和”等教导相

契合。［２］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倡导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自由与我国先哲们的

“从心所欲不逾矩”“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

无名”“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游乎尘

埃之外”等教导相一致；平等与我国先哲们的

“有教无类”“法不阿贵”“刑过不辟大臣，赏善

不遗匹夫”“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贵贱，均贫

富”等教导相契合；公正与我国先哲们的“水至

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赏必加于

有功，刑必断于有罪”“官不私亲，法不遗爱”

“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政者，正也”“公生

明”“公则四通八达”“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

光明之事”“不偏不倚”等教导相一致；法治与

我国先哲们的“国不可无法，有法而不善与无

法等”“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治

民无常，唯法为治”“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

变”“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法修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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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治，废则危且乱”“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

于法”等教导相契合。［２］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倡导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爱国与我国先哲们的

“以身许国”“精忠报国”“有益国家之事虽死弗

避”“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只解

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但令身未死，

随力报乾坤”“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教

导相一致；敬业与我国先哲们的“专利国家，而

不为身谋”“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公家之利，

知无不为，忠也”“业精于勤”“忠于职守”等教

导相契合；诚信与我国先哲们的“小信诚则大

信立”“言而必有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也”

“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与朋友交，言而

有信”“以诚取信，以信取胜”等教导相一致；友

善与我国先哲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成人之美”

“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善莫大焉”“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泛爱众而亲

仁”等教导相契合。［２］

２．通过开展活动把优秀传统文化带进现实

高校应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努力营造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的氛围，把优秀传统文化带进现实，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融入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中，使二者相得益彰。

高校可以通过开展经典诵读和书香班级评

选等活动，引导学生领悟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

精深；可以通过开展书画展、诗词创作大赛和传

统文化知识竞赛等活动，使优秀传统文化深入

人心；通过开设相关的选修课程，让学生接受优

秀传统文化的润泽；通过开展专题教学活动，使

学生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密切关系；通过开展春节对联征集、元宵节

猜灯谜等传统节日庆祝活动，让学生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通过举办传统文化大讲堂和国学

讲座活动，让学生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营养。

　　二、创新熏陶育人机制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３］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受环境的影响和制

约，“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

要重视环境的熏陶作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要创新熏陶育人机制，发挥校园文化隐性

育人的作用。高校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统领校园文化建设，大力挖掘校园文化中蕴

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实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与学校的特色校园文化传统有机结

合。［４］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融入到

校园文化建设中，打造特色魅力校园。

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入学校制

度建设中

制度是以条文的形式对师生员工行为进行

规范，学校在制定制度时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要求。学生守则、绩效考核办法、奖惩

措施、党代会和教代会制度、教学科研行政和学

生工作管理制度、助学金奖学金和奖教金评定

细则、职称评聘规定等高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应

发扬民主、遵循法制，体现平等、公平和公正。

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只有遵循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才能激发广大师生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也才能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培育。

２．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入校园文

化活动中

校园文化活动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建设和谐校园的重要载体，通过校园文化活

动，可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动

性、感染力、参与度和长效性，引导大学生理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自觉成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和践行者。［５］高校

应实现校园文化活动的常态化和长效化，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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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品和新品；把爱国精神的培育融入“五

四”唱红歌、抗战胜利纪念、建党建军节纪念、

国庆、工会、升旗和新生军训等活动中；把公平、

公正、民主和诚信意识的培育，融入到先进班集

体的评选、优团优干的评选、班委的组建、奖学

金助学金和奖教金的评定、红旗团支部和先进

党支部的评选、优秀班主任和辅导员的评选、职

称评定、绩效考核和干部选拔任用等活动中；把

文明、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融入

到迎新、主题班会、毕业生离校等活动中；把文

明、友善与和谐等的培育融入到团日活动、党支

部立项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和文明宿舍评选

活动中；把诚信美德的培育融入到考试和求职

就业等活动中；利用好新生入学教育、入党入团

入职宣誓、秋季运动会、法制宣传日、学习雷锋

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月、校园文化艺术

节、校际交流赛、周末影院、模拟法庭、道德讲

堂、暑期社会实践、校训校徽校歌校史介绍等活

动，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入教育教

学活动中

“国无常俗，教则移风”（唐代白居易《策林

一·策项》）。学生的心灵如同一片净土，播下

什么种子就结什么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培育离不开教育。“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

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宋代阮逸

《唐李问对》卷上）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相关专业

课应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进行改革，应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渗透到教学活动中。在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应让学生完成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创新性作业或期中期末

考核任务，比如让学生完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主题的绘画、书法、手工制作、摄影、手抄

报和画册制作、诗歌散文和歌曲创作、公益广告

制作、动漫微电影和短视频拍摄、情景剧表演、

问卷调查、朗诵、演讲、辩论等。

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入校园宣

传活动中

高校应注重运用校园社交网络、微博、微信

等平台，充分发挥校园媒体的作用。可以用连

环画、公益宣传片等方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进行故事化表达、艺术化升华和形象化展示，

褒扬身边的好人好事，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增强

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达到宣传效果。近年

来，各类媒体集中推出一批公益广告，有力弘扬

了新风正气。例如，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０日，“讲文

明 树新风”首届全国平面公益广告大赛正式启

动，面向社会公众广泛征集公益广告作品。［６］高

校可以加以借鉴，向师生征集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主题的作品，并在校园中或网络上进

行展示或展播。

高校应树立大宣传观，发挥专家学者、辅导

员、班主任、党委、团委、学生会、社团、院系新闻

联络员、班级宣传员和网络宣传员等的作用，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宣传的重点。在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集中宣传时应注意方

式，讲究方法，做到：深入调查、选好典型，使典

型可亲、可敬、可信、可学；典型定位，选准角度，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激励作用；精心设计，

严密组织，运筹帷幄，胸有成竹；集中宣传，形成

声势，对重大典型大张旗鼓地宣传；控制总量，

把握节奏，强计划性，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立

足推广，注重实效，坚持实事求是，防止形式

主义。［７］

　　三、创新实践养成机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和落脚点

在于指导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真正

发挥引领作用，需要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

实践中感知和领悟。“人无常心，习以成性”

（唐代白居易《策林一·策项》）。道，贵在践

行和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青年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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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与积极的道

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 心 价 值 观，带 头 倡 导 良 好 社 会 风

气。［１］５２－５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实

践养成，要鼓励大学生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

点滴小事做起。最小的善行胜过最大的善念，

要引导大学生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

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将之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

活中。要在志愿服务活动中领悟崇高、感受光

荣，使凡人善举成为生活的常态，自觉崇德向

善、修身律己。

应使学雷锋等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高校

应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雷锋活动，

动员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广泛开展

扶贫济困、尊老助残、便民利民等志愿服务活

动。应广泛开展“善行１００活动”，推动建立人

人参与、形式多样、活动经常、机制健全的社会

志愿服务体系。应根据《中国社会服务志愿者

队伍建设指导纲要（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的要求，

从规范招募注册、深化教育培训、加强记录管

理、完善评价激励、加快平台建设、推进服务展

开６个方面完善对社会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应

加强对志愿服务活动的报道，运用文艺形式大

力弘扬雷锋精神和志愿服务精神。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入到各项

社会实践活动中。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融入到暑期社会实践、思想政治理论课等课

程的实践教学、专业实习、社团活动、勤工俭学、

创新创业等活动中。社会实践活动是促使教育

影响转化为大学生内在价值观的桥梁，也是大

学生检验自己的价值观是否正确的试金石。［８］

学校应通过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实习基地、创业

园等平台为大学生创造各种实践机会，引导大

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深入基层，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育融入大学生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成长

中，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

　　四、创新示范引领机制

１．在师生中树立先进典型

拨亮一盏灯，照明一大片，榜样的力量是巨

大的。榜样的具体和感性形象具有很强的感染

力，能为学习者提供自我提升的路径，能够激发

人们的道德觉醒和情感认同。在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示范引领机制起着重要作用。

张丽莉、徐本禹等先进人物是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鲜活教材。高校应选树先进典型，

发动师生发现身边的感动，评选身边的好人，宣

传好人好事，引导人们见贤思齐，择善而从，不

断营造崇德向善的氛围。榜样距离人们越近、

形象越具体，其所具有的激励和示范效应就越

强。高校可以通过教学名师、最美教师、校园年

度人物、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产党员、道德之

星、公益之星、自强之星等的评选活动，在师生

中树立先进典型，挖掘典型人物中所蕴含的教

育元素，以恰当的方式做好宣传，发挥先进人物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辐射、示范和

引领作用。

２．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高校教师不仅是大学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

者，也是学生智慧的启迪者、人格的影响者和价

值观塑造者。教师是学生的精神偶像、人格楷

模和道德榜样，对学生的做人做事能起到示范

作用。因此，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对高校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亲其师，

信其道”，教师的威信不仅来自其学识，更来自

其人格魅力。教师应增强职业责任感和使命

感，自觉加强自身修养，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以心感化，以行示范，立德树人，以高尚

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感染和影响学生。

高校应建立师德师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将

其融入到对教师的管理、考核、评价和提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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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师准入门槛，严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高校辅导员和班主任的准入关。对师德

师风不良的教师实行一票否决制，以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建立和完善师德师风

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督导机制和奖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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