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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价值认同在强调既定的目标结果和理想的预期状态之时，更应该注重认同发生的过程和持续

进行的状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社会当前最核心的价值追求与价值理，想要发挥作用必然

要以大众的认同为基础，其中大学生这一群体的认同显得尤为重要。实现认同，还要从大学生认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过程入手，充分发挥高校思政课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样才能促进大

学生从被动认同向主动认同、价值自信、长期遵循、自觉践行的行为路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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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value identification emphasizes the established goal results and ideal expected state, i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 and the state of continuous progress.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the core value pursuit and value ideals of our society, must be based o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public in order 

to be effective,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group of college student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Realizing the 

function of identity must start with the connotation and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ist core value identity,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is process, only in this 

way can college students transform from passive identification to active identification, value confidence, 

long-term adherence and self-conscious practice. 

[Key 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s; ident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path 

 

价值观体现着人对客观事物的评判

标准，它在主客体意义关系的反映中体

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认知观念，更是

一种意义重塑的过程和自觉行为的实

践。价值观要发挥作用，首先必然是以

主体的价值认同为基础，这也是思想能

否转化为行为的关键。青年大学生正处

于价值观形成和变化的发展时期，他们

因东西方价值观、传统与现代价值观以

及主流与非主流价值观的多元碰撞而迷

惑困顿、摇摆不定，因而不能做出理性

而又稳定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基于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实现其功能，

让大学生从被动的“听懂、记牢”转化

为主动的“信得过、做得出、守得住”，

达到一种价值观自信的状态进而上升到

四个自信，这主要取决于大学生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否以及认同程度。 

1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认同内涵 

认同 终表现为一种结果和行为，

但结果是否理想、行为是否自觉则取决

于认同的过程。认同的内涵和关键要素

体现在哪里呢？西方的一些心理学家和

社会学家对认同的内涵提出了不同见

解，有的学者强调过程，有的学者注重

意义的建构，尽管学者对认同没有给出

一个确切的含义，但道出了认同中的两

对关键要素：一对是个体与群体，另一

对是差异与共识。可以看出：认同既表

现为一种心理历程，也表现为一种自觉

实践，是主体出于自我肯定和群体归属

的需要，对与之相关的各种意义、关系

进行认识、思维和转化， 终形成共识

并尊崇信守、自觉践行的过程与行为。

因此，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认同就是对其内容、意义与作用、要求

等进行重点把握、深入探讨、自觉思考，

由此形成较为准确、全面、理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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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一步转化为个人的思维体系并且坚

定相信、自觉接受和严格遵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同时个人自愿并且自觉将

这些要求作为恒久不变的价值准则与行

为指南坚决遵循并持续践行的过程。 

2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认同过程 

在进行认同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认

识到大学生这个群体的个性与共性的特

点表现在哪里，群体表征对于大学生个

体的价值影响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另一

方面还要结合认识发生的基本过程来进

行阐释，这是一个对群体观念的认知认

同——个体的情感认同——主动行为实

践的动态循环过程。 

2.1角色认知——大学生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重要基础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

认同，首先在于能否从个体层面认可、

赞同和支持，换言之，大学生的个体需

求、利益实现是否能被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所表达、满足，这是社会中每一个

个体自我发展的需求。大学生正处于当

前这个大变革的时代——网络信息技术

发展迅速、社会思潮多元碰撞、社会发

展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信息资源丰富、

价值标准不固定，因此表现出个人价值

标准的多样性、价值选择的不稳定性和

个性表达的独特性。同时由于个体成长

发展的环境不同，使其在核心价值观的

认同上存在着多维的心理结构特点，在

进行具体的价值评判和选择时，大学生

会根据已有的价值认知体系和心理结构

进行考量，较为注重自我表达和个人利

益，从而表现出“小我”的价值观取向。 

因此，除了对个人身份的角色认知

之外，大学生还需要明确其另外一个角

色——社会“大我”的有机组成部分，

也就是对社会及国家的归属感。价值观

越是多样和冲突，人们在选择时越是犹

豫不决，因此越渴求价值共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现阶段全体人民 大

的价值共识，每一层具体的价值指向在

词语表达上虽然是有限的，但在内涵与

外延方面却指向了无限，在满足个体需

求发展的 低价值表征基础上足以引发

每一个个体对个人需求的更高更远指

向。虽然每一个个体的需求各异，但大

学生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会发现，每一

个体对于自身意愿的追求、对于群体价

值的体现、对于社会文化的延续、对于

外部环境的适应等等，都会使得个体愿

意为实现认同而努力提升自己，也愿意

为了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放弃局部和短期

利益，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认同层次。 

2.2观念内化——大学生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关键环节 

认同是一种基于真诚意愿的表达，

如果没有思维真实的连接，意愿和行动

之间就只剩下两种选择：缺乏连接和虚假

连接。当个人没有经过思维的连接，我们

的行动就不能表达我们的意愿，就会呈

现出一种矛盾的行动状态，别人无法根

据我们过去的行动预测接下来的行动。

而如果是虚假的连接，没有反映真实的

意愿，那么认同的建立就不会长期、稳

定和持久，必然在一定时期内土崩瓦解。 

大学生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

生真正的认同，核心就在于如何将概念

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写进宪法，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对大学生来说，重

点在于全面接受然后自觉维护，即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内化。这一过程

首先表现在大学生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进行系统学习，真正准确把握其思

想内涵，奠定内化的基础。其次，在学

习的过程中，认识会经历初步接受——

质疑论证—— 终接受——深信不疑的

循环往复过程，这个过程越是循环持久，

认知体系的建立越是稳固、全面，认同

就能从浅显走向深化。 

2.3行为呈现——大学生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 终结果 

行动是认同的外在体现，所有的认

同只有通过人的实际行动才能表现出

来，被外界所观察到。一方面，认同的

状态决定了行动的有效与否、真实或者

虚假、长久或者短暂、稳定或者多变；

另一方面，行动的状态又有助于我们判

断或者检验个人认同的程度，同时也可

以发现认同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冲突，

进而进行思维转化之后的再认同，实现

了从意愿——思维——行动——思维—

—意愿的反复动态循环， 终达到深度

真实的认同，认同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

想发挥力量只有在大学生的实际行动

中。然而，行动不是一次两次主题实践

活动就能发挥作用的，必须得深入、持

久，于细微处着眼，从小事着手，使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成为日常学

习、工作和生活的评判准则和行为指南，

自觉践行、久久为功，才能真正在润物

细无声的行动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春风化雨般的力量。它是一个长期深

入的过程， 根本的体现在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内化为自我的行事原

则和价值引领，将之贯彻到个人与周围

世界的广泛联系中，既体现在个人成长

发展利益与追求的选择中，也蕴含在与

他人日常关系处理的点滴中，更凝聚在

对社会与国家发展的责任和担当中。 

3 思政课在促进大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中的路径构建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蕴含着人的主

体性，着重在于培养和发展人们思想政

治道德方面的综合素质，可塑性是 大

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不可替

代的培育和引领作用，是大学生进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认同的主阵地和

初阶段，这一阵地和阶段直接决定着

认同功能和效果的发挥，也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终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3.1以理服人——奠定认同的理论

基础 

马克思讲“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

服人”，按照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认同的内涵和过程分析，基础就在于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内容以及相关

理论的认知和理解，这一任务主要集中

在高校思想政治课程当中。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要求出发，结合当前

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教材内容来看，要

促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

同，要注重内容的整体性和具体性之间

的关系，具体而言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精心设计理论专题，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深入解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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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有限时间内 大程度唤起学生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探讨兴趣和更深了

解需求？必须要先弄清楚学生的认知了

解程度、疑点难点、真实期待与需求等，

可以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进行，

根据调查结果进行教学内容的调整和设

计，这样既避免了与现有认知内容的重

复，又能够有的放矢研讨回应学生的实

际诉求。在专题内容的解读过程中，必

要的是一定要带有历史情怀、国际视野

和人文关怀，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由来、理论特质和重要作用，分别

站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角度，激发学

生的主人翁意识，加深学生对个体和社

会关系的更深思考。 

另一方面，要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整体性要求贯穿在各门课程

中。除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中的系统解读之外，必须要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则要求贯穿到其他

思政课程以及专业课程当中，更进一步

进行细致的逻辑梳理，帮助学生把握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内在统一性和

整体的融通性，促进学生从理论到实践、

理想到现实角度的思考，由知识性的掌

握提升到逻辑性的把握，力求通过全方

位的课程体系来促进学生对理论的全面

深层认同。 

3.2话语转化——增强实际的情感

认同 

如何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

脑、入心，是思政课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既要专题性的用开门见山、理直气壮的

态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属性

和价值追求讲授给学生，又要在内容讲

授中春风化雨般地将其要求潜移默化在

学生的意识中，帮助和引导大学生在多

样化的社会思想环境中能够独立自主地

进行思考、分析和抉择，谋求共识，增

进价值认同。 

美国学者哈尔珀有句名言：“打赢如

今的战争靠的不是 好的武器，而是

好的叙述方式。”话语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这就要求教育者进一步思考如何诠

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进入大学

生的现实生活世界，尤其是日常生活当

中。作为教育者，语言也要走向学生当中，

以他们感兴趣的、易于接受的语言风格，

关注他们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体化、生活化，实现从“基

本原理”到“生活道理”的转化。 

3.3问题实践——体验认同的实现

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束之高阁

的理论，它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

也能够回应人们的现实生活诉求，只有

将其落实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事件中，

才能增强大学生的实际认同感。在理论

课堂中，为了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内容对于其他模块内容的引领和

导向作用，同时也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实际行动方案进入学生的

日常生活中，教师可以开展针对性的实

践活动，让学生自己搜集学习和生活中

的困惑、问题以及所关注的社会、国家

热点问题，将之搬上讲台，引发学生的

讨论，并寻求 终解决方案。教师进行

点评总结，并且为他们的实际生活事件

提供可能的解决途径，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提升和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

行为规则的适用性和实效性，从而强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认同。学生

通过自我寻找、分析、讨论和行动，会

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 有

力的武器发挥作用，才能形成学生自知

而不觉的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及其理

论特质体现着中国社会从古至今人们对

美好社会及民族和国家发展的价值追

求，它不仅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

神，同时也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发展现实，

更昭示和引领着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

向。大学生面临的文化思潮碰撞激烈、

时代机遇和挑战并存、变化的特征异常

明显，人生之题常新、发展之题常新，

错综复杂的背后更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这一深沉持久根本的价值基础和引

领，大学生只有从个体层面实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行动认同，才能达到真正接受且追

随的认同状态，从而将其固化为自己持

久、稳定的内心信念及价值追求，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作为 强有力的武

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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