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建设 

■ 刘绍怀 

 

编者按：2010 年 7 月 26 日，《云南日报》理论纵横版刊登了我

校党委书记刘绍怀教授《推进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理论文

章。文章从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大学生主体价值目标

的普遍要求、社会价值目标与个体价值目标的一致性和主流价值导向

等方面，论述了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可行性；并从理论认同、

实践认同、情感认同、责任认同等方面提出了开展当代大学生核心价

值观教育的思路和方法。现转载全文，供我校干部师生学习和参考，

进一步推进我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工作。 

 

  价值观是人类在各种对象性活动中主体对客体的价值意义的根

本看法，是人们区分是非、善恶、美丑、好坏、荣辱的根本标准，是

人们对事物趋、避、亲、逆的主导因素，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实质

和核心。近年来，随着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人

们开始分类探索不同群体的核心价值观。2009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

云南省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座谈会，提出了当代大学生的

核心价值观，即：爱党爱国，立身做人；勤学善思，立志成才；历练

本领，立业为民。笔者认为，这一核心价值观是科学可行的。 

  一是它精辟地概括了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大学生价值

观的内容是丰富的，有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文化方面的、生活



方面的、道德方面的等等。核心价值观应是处于核心地位，对认识主

体的价值尺度、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产生最重要、最深刻、最广泛影

响的价值观。上述三句话的核心价值观，把大学生价值观中最重要、

最核心，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影响最大的内容作了精辟概括。比如：

做人、成才、立业是大学生最重要的追求，是大学生之所以上大学的

根本目的。爱党爱国，是当代大学生做人的前提；勤学善思是大学生

成才的基础；历练本领是大学生立业的条件。这些都体现了大学生价

值观中最核心的内容，体现了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性特点。 

  二是它反映了大学生主体价值目标的普遍要求。大学生是一个具

有多样性、差异性价值目标追求的群体。党的教育方针规定大学培养

的是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价值目标追求也会

有差异。三句话的核心价值观较好地兼顾了这种差异性，正确处理了

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的关系。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成为面向全体

大学生的基本要求。你只要是一个大学生，不管你是党员、学生干部

还是普通群众，都可以用三句话要求自己，做到了贴近学生、贴近实

际，保证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三是它注意了社会价值目标与个体价值目标的一致性。任何国家、

民族、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目

标。同时，任何社会的个体都有自己的价值目标。一般说来，社会价

值目标制约着个体价值目标，只有与社会所主导的、符合历史发展规

律的价值目标相一致的个体价值目标，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实现。三

句话的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很好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目标与



当代大学生的主要价值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了现实的、具体的、

可行的价值目标内涵，使所提出的价值目标成为社会和个体的共同追

求，增强了价值观的科学性和实现价值目标的可能性。 

  四是它突出了主流价值导向。价值导向，是被社会群体或个人确

定为追求方向的价值取向，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有自己的主流价值导向。

学校是按照一定社会的要求和人才成长的规律，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教

育对象施加定向影响，使其达到培养目标的社会活动。引导学生树立

一定社会需要的价值观，是古今中外一切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我国

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引导大学生树立社会

主义价值观，使培养出来的人才适应建设、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从当前我国大学生的价值观变化特点看，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

型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

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多样性、差异性等特点。当前大学生的价值观有

四个重要特点，即：传统与现代交汇，东方与西方兼容，高尚与世俗

同在，利他与利己并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在尊重差异、包容

多样的同时，强化主流价值导向，唱响主旋律，经常性、多渠道、多

形式地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三句话的当代大学

生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与大学生的实际相结

合，既充分考虑大学生的特点又突出国家的主流价值导向，体现了价

值观教育的引导性功能。 

  综上所述，我省提出的当代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是科学可行的。

要使这一价值观成为大学生内在的价值尺度和价值追求，必须有好的



教育引导方法。历史上许多国家在价值观教育方面都积累了很好的经

验，如启发、灌输、引导、养成等。现代西方国家仍很重视价值观教

育，许多教育家都曾对价值观教育的方法进行过研究。如上世纪 50

年代在美国形成的“价值观澄清理论”就认为，道德教育领域关键是

价值观教育，主张创设条件帮助青少年澄清他们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

进行选择时所依据的内心价值观，以帮助他们今后能正确进行选择；

上世纪 60 至 70 年代在美国形成的“理性为本道德教育理论”认为，

价值观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核心目的，在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理性和情

感都很重要，但理性更重要，价值观教育应以理性为本，注重理论教

育；上世纪在美国流行的“社会学习道德教育理论”学派提出的榜样

示范理论，认为可通过榜样的示范作用来培养学生的价值观。这些方

法，都可供我们借鉴。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和当代大学生的特点，我省

各高校应该结合自己实际，采取丰富多彩的方法开展当代大学生核心

价值观教育。就笔者个人之见，目前应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大学生对三

句话的核心价值观实现理论认同、实践认同、情感认同和责任认同。 

  一是理论认同。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宣传，从理论上讲清当代大

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让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产生

理论认同。大学生是一个理性的群体，只有当他们从理论上认同了核

心价值观时，才可能真正从内心深处认同核心价值观并自觉践行。 

  二是实践认同。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做结合，为学生营

造各种实践平台，包括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团员组织活动、

班级活动、社团活动、创先争优活动、价值观辨析会、宣传模范典型



等，让大学生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不断巩固核心价值观。存在决定意

识，在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观，更具有稳定性和长久性。 

  三是情感认同。通过开展关爱学生、服务社会、学习英模、了解

国情等活动，特别是通过实实在在地帮助大学生解决他们碰到的学习、

生活、心理、贫困、就业等方面的问题，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国家和

人民对他们的关心，使他们从情感上产生爱党爱国、立志成才、报效

人民的价值信念，增强他们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热情。 

  四是责任认同。通过把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融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各个环节，让大学生不断认识

到，树立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既是党和国家对大学生的要求，也是

当代大学生应该履行的人生责任，从而义不容辞地学习和践行核心价

值观。 

（作者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