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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承担着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培养接班人的重任,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对学生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本文首先叙述了高职院校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然后分析了其现状，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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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successor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so we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edu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alyzes its current situ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effective construction path on this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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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院校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概述 

高职院校学生是传承社会主义文化

的重要力量，合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教育学生，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为学生健康

成长注入全新的动力，让他们在思想文

化建设中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加强对

高职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的

需求，是培育优秀青年的重要手段，也

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要

课题。 

2 高职院校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现状 

目前，部分高校青年教师对政治信

仰迷茫，没有树立明确的理想信念，特

别是一些年轻的辅导员政治敏感性差，

不能有效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

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

的普及，学生可以利用网络获取信息，

容易受到不良文化的影响。新时代下，

高校学生的主流价值观是健康的、向上

的，但是同时存在部分学生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认同弱化的趋势，例如政治

信仰模糊、社会责任意识差等问题。 

3 高职院校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路径 

3.1建立完善的高职院校社会主义

价值观教育机制 

高职院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指导，在管理服务、教学科研等方面

充分体现三大倡导理念，将其转化到校

园文化氛围中和各项管理服务制度中，

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考虑高职院校教育

要求和教学特征，以实际情况为出发点，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融入主题教

学和课堂教学，渗透到学生学习和生活

的方方面面，让学生随时随地深刻感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深学生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识。同时，

高职院校要在师德建设中有效融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通过制定职称考

评、职业道德等制度，将师德师风建设

融入到学校和教师考核评价制度中，有

效结合教师师德自律和他律，实现从外

在行为规范向教师内在师德需求转化。 

3.2拓宽和完善高职院校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途径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中，高

职院校不仅要注重课堂教学，还要加强

对学生的实践训练，让学生更好地内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第一，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优势，

将多个教材内容有效整合，不仅要在理

论上进行重点阐述和详细的讲解，而且

要充分多媒体技术的作用，有效应用视

频资料，灵活应用演讲、专题辩论、专

题演讲、案例分析等形式，以大学生关

注的时政热点、新闻热点等为基础，着

重选择与大学生现实生活贴近的案例。

比如在课堂教学中，鼓励学生积极讨论

和交流“理性爱国、社会理想、诚信”

等话题，引导学生积极践行和优化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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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强化课堂实践教学，将思想

品德、道德修养和基础文化知识紧密结

合在一起，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真

正做到知行合一。高职院校教师要根据

教学内容，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主动

参加志愿劳动、利用寒暑假开展社会调

查等。 通过这些活动，学生可以有效地

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与书本知识相结

合，有效融合社会实践和创造性思维，

鼓励学生积极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传播者。 

第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中，充分发挥新媒体的积极作用。新媒

体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可以为高职院校

学生的学习创设良好、广阔的平台。在

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教师和学生可

以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

流。教师要充分发挥新媒体便捷性、及

时性、直观性等优势，积极宣传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通俗化、大众化、形象

化、生动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

内容，利用简明的语言、明确的教学目

标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同时，高职院校要利用新媒体平

台，增强教育过程的互动性、开放性和

主动性，鼓励学生积极开展自我教育，

从而全面贯彻和落实社会主义价值观教

育，有效规避新媒体环境给高职院校学

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带来的不利

影响。 

第四，运用多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方法，组织具有丰富内容的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贯彻落实到学生学习生活的全过程。比

如，组织主题教育班会、开展文艺表演

活动和专题讲座、利用微博和微信等实

现在线交流等，深入、持久性的开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和普及活动，增

强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视。 

第五，通过校企合作，加强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高职院校教学

的 终目标是培养专业化、高素质的人

才。通常情况下，高职院校技能培训课

时所占比例较大，学生到对口企业岗位

实习中超过1年。为此，高职院校要高度

重视实训工作的开展，充分发挥实习教

学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积极

作用。 在高职院校办学中，校企合作是

重要形式之一。在选择合作企业过程中，

要重点关注企业的文化，确保学生的培

养过程和实践环境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的要求。在学生实习、实训中，

企业不仅要向学生传授专业化技能，而

且要高度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并在其中有效贯彻和落实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 

3.3创设良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学

习氛围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是对学生开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和

主阵地。但是现阶段高职院校思想政治

课堂教学的学习氛围不足，教师要认识

到这一点，并积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氛围。除此之外，

高校还要为学生课余时间营造良好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氛围。一方面，

要积极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要让学生

在良好的校园文化中自觉学习人文精

神，主动接受美的影响和熏陶，感悟生

命，体验人生价值，从而实现个体价值

与价值导向的统一；另一方面，要充分

发挥校园网络资源的优势，开展形式多

样的宣传教育活动，为学生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要有效利用微信、微博等载

体，使学生积极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与此同时要成立专门的网络信息管

理部门，制定完善的网络信息管理制度，

做好舆论引导和网络信息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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