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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而奋斗   

 广大青年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
养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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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5月4日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
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大学生的
价值追求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
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
要素。——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
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
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 ——2014年5
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育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
果，反映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共同理
想这一时代主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把社会的精
神文化要求与个体法律道德准则联系的，强
调大学生应该遵循的社会价值准则和行为规
范，反映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要求的
思想道德基础。 



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的难题 

 市场经济和现实社会的负面影响；思想政治
教育方式的相对滞后；高职生文化基础弱、
心理发育和兴趣关注点的变化等。 

 ——体验不足：社会生活经历 

 ——网络迷失：“泛娱乐化” 沉迷“游戏” 

 ——问题无解：认识问题、心理问题、生活
问题——两难问题 



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培育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提高
教学的实效性。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建设，需要全面推进
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空间
拓展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加强实践育
人基地建设，打造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
地、高职实训基地……” 

 构建实践教学体系：课堂实践教学（中心)
、校园实践教学(组成)、校外实践教学(延
伸) ；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注重实践
教学的感性体验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注重实践教
学的感性体验 

 改变大学生被动适应的灌输式实践教学为主
动体验的实践式学习方式，利用、开发实践
教学资源，将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实践教学
环节。 

 调动学生自主参与实践教学的自觉性。引导
学生设计有意义的实践活动。 

 提高学生自主参与实践教学的目的性。教师
适应不同专业的发展需要，对实践教学进行
差别设计。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要适应教育空
间的变化 

 开放的社会环境和纷繁的互联网空间，思
想政治教育不再局限于课堂、学校等物理
世界，还包括网络、手机等在内的虚拟空
间。 

 尤其是网络，承载海量信息资源和知识，
也传播不同的意识和文化。 

 互联网已成为东西方竞相抢夺的主要思想
阵地。 



教育空间和技术开发与应用亟待探
究 

 校园网络建设问题。校园网络思想文化建
设、特色化、个性化服务、公共信息的共
享问题 

 网络教育优势发挥问题。校园网带给学生
的应是不同于思政理论课的内容和模式，
如果只是传统教学的空间转移，是不可能
赢得学生的关注：学术语言、网络语言、
学生心理语言的融合问题 

 教师的网络教育能力提升。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虚拟实践教学 

 基于技术的现实模拟。如各仿真性实践教
学活动; 

 以网络为平台的现实模拟。按实践教学主
题，在虚拟目标空间参观、体验，如亲历
和感受网上博物馆、纪念馆、红色资源网
站等，根据实践教学要求完成资料的整理
和报告。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思想性
与学术性的统一 

 认识误区：教学改革只能教法和手段创新，
不能对教学内容研究和创新。 

 结果1-教法：课堂热热闹闹：案例式、讲演
式、讨论式、话剧式、辩论式等花样繁多 

 结果2-手段：多媒体广泛普及。对着网络共
享的ppt “看图说话”。 

 结果3-重点：渲染逸闻趣事，某些消极现象
、流行的观点和思潮，吸引学生。 



坚持思想性与学术性的统一， 
要防止三种倾向 

 突出乐趣，淡化思想。思想政治理论课须
坚持思想性。思政理论课起作用的程度，
取决于理论的说服力、对现实的解释力。
课堂教学“去理论化”，会消解思政理论
课的核心价值引导功能。 

 照本宣科，淡化学术。学生反感的并非思
政理论课本身的意识形态特征，而是缺乏
学术性的说教。 

 致力学术，淡化育人。 



实现思想性，须坚持学术性 

 实践经验的提升需要学术性。 

 意识形态功能实现依赖学术性。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实效性和说服力以科研为基础。有研
究才有思考，有思考才能对问题有理解。 

 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需要学术性。90后学
生，有着个性化的话语形态。话语转换：宏
大叙事（历史感、希望感）——生活话语；
文本语言——交往语言； 

 



思政理论课教师如何实现思想性与
学术性的统一 

 提高教师的理论素养。 

 增强教师理论担当的勇气。 

 构建思政理论课学术研究平台。如课题申
报、学术刊物、学术交流、加入学术团体
等。 部门要为教师创造学习、培训、交流
的机会和载体。 

 教学形式研究与教学主题研究结合。 



观点归纳：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的主渠道。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 

 

 思想政治理论课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注重大学生内在体验生成的活动设计； 

   （二）拓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虚拟空间 ；   

   （三）以科研推进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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