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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我见 

赵红霞 

（河北工程大学 社科部，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当代大学生，要担负起祖国和历史的重任，承载起民族和未来的希望，就需要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自己发展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

质人才。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上下功夫，引导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营

造浓厚校园文化学习氛围，让大学生自觉建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

的理想信念和付诸行动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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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

强……。”梁启超的一则《少年中国说》把国家的

希望寄托于广大青少年身上，可以说赢得青少年就

赢得未来。作为当代大学生，要想担负起祖国和历

史的重任，承载起民族和未来的希望，就需要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把自己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

素质人才。 

列宁曾说过：“通过百折不回的努力，让先进

的思想和正确的观念渗透到群体意识中去，渗透到

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

青年大学生是一个成长的群体、发展的群体，正处

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虽然他们的思

想观念已经逐步趋于成型，但仍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他们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但鉴别力还存在一定欠缺。

因此，认真学习、深入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于正在成长、发展中的青年大学生来说，具有鲜

明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下面就如何引导大学生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谈几点想法： 

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教

育之中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

容，在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

向能否正确把握住主流意识形态，牢固树立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全过程

中，就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理论内化为普遍

价值标准和自觉意识，引导大学生把内化的价值观

念外化为具体的价值行为，将大学生被动、一时的

外化行为发展成持续、稳固的自觉意识。一是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自己。马

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

我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把握未来方向发展的强大

思想武器，也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可以正确认识经济

社会发展大势,正确认识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

支流,能够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问题本质,

明确方向。二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在现阶段,全社会的共同理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当代大学生要自觉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共同理想,强化学习,深刻理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对于当代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深远意义,

并把这个共同理想转化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价值取

向和奋斗的目标。 三是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

道德实践的评判标准。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价值观的

重要内容，当代大学生只有知荣辱、明是非、辨丑

恶,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进而影响社会营造良

好的道德风尚氛围。 

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大学生自身

社会实践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印记在自己的

思想上，更要落实到自己的社会实践中。社会实践

活动是帮助大学生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从

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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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到具体社会实践活动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才能真正展现其价值。因此，作为大学生，要从身

边的点点滴滴做起，在社会实践中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一要勤学。知识是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5 月 4 日，在北京大

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非学无以广才，非

志无以成学”，这句话引自诸葛亮的《诫子书》，

意指“不学习就难以增长才干，不立志就难以学有

所成。”美好的青春时光，人生只有一次，尤其是

当代大学生更应好好珍惜，在校期间要勤于学习、

勇于求知，注重把所学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同时还要博览群书，关

心国家大事，学会担当社会责任。 

二要修德。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道德

是做人的根本……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

就能为非作恶愈大。”道德对于个人、社会乃至整

个国家，都具极其重要的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

是立德修身，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其才方能用得其所。作为当代大学生，既要怀着立

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大德”，还

要拥有做好小事、抓好细节的“小德”，“见善则

迁，有过则改”，踏踏实实修好公德、私德，学会

劳动、学会勤俭，学会感恩、学会助人，学会谦让、

学会宽容，学会自省、学会自律，做好一名新时期

的大学生。 

三要明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面对当今世界局势的深刻复杂变化，各种思潮相互

激荡，真假信息鱼龙混杂，大学生需要面对学业、

情感、职业选择等多方面的问题思考，一时间有疑

惑、彷徨、失落，是正常的人生经历。关键是要学

会思考和分析，做出正确的人生抉择。这就需要树

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了这把金钥匙，

再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是非对错、善恶美丑，

就能作出正确判断、有正确选择。 

四要笃行。“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

必作于细。”成功的背后，永远是艰辛努力和付出。

广大青年学生要把艰苦环境作为磨炼自己的机遇，

把小事当作大事干，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要干一

行爱一行，须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绳锯木断，

滴水石穿，只要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就一定可以

获得成功。同样，核心价值观的养成也绝非一日之

功，要坚持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努力把核心价值

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

的信念理念。 

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源泉，是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大学生的重要载体，建设和

谐的高校校园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高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导向，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

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以优良的校风、教风、学

风为核心，开展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使学生

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文明风尚的感染，在良好的

校园人文环境中陶冶情操，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首先，健全机制保障。高校领导要高度重视校

园文化建设，建立健全校园文化建设保障体制，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以铸造灵魂、突出

主题、把握精髓、打牢基础为基本要求，科学合理

的投入人、财、物，确保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顺利

进行。 

其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孔子曾说过：“德

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忧也。”倡扬高尚的师德师风，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是加强青年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必然要

求。师德师风是校园文化和学校风气的核心和灵魂，

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取得成效

的重要条件。因此，高校要充分发挥学校全体教职

员工的言传身教作用，特别是干部和教师，以身作

则，以德为范，做好学生表率，借以形成良好的校

风和学风，和谐校园文化建设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也就是说教育者只有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

武装自己，才能有效地教育学生去学习和践行。否

则，这些教育只能流于形式，做些表面文章。 

第三，抓好校园舆论宣传阵地。随着互联网的

快速发展，大学生越来越依赖网络，互联网上一些

不正确的价值观的传播，让部分学生出现政治信仰

淡化、理想信念模糊、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意

识缺失等问题，给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

带来了严峻考验。因此，高校要以校园网络媒体为

载体，生动形象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

深入开展宣传教育进广播、进班级、进宿舍、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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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等文化活动，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主旋律，唱响

正气歌，以此营造浓厚氛围，有效推进和谐校园文

化建设。 

第四，引导学生社团活动。大学生社团是大学

生课外活动的主要载体，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载体，在培养大学生的素质能力方面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大学生通过参与社团活动，可以

接触社会、了解国情，培养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念。

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社团活动，

既有利于大学生社团建设，又可以使参与活动者在

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这样可以使大学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中实现完美融合。 

总之，要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产生育人效应，就必须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长效机

制，在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上下功夫，引导大学生积

极投身社会实践，营造浓厚校园文化学习氛围，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浸入学生心田，让大学生自

觉建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贡献的理想信念和付之以行动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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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guiding the college students practic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ZHAO Hong-x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To shoulder the motherland and history’s burden, to fulfill the nation and future’s expectation, the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make correct views of the world, of life and of value, practic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developing themselves as quality talents morally, intelligently, and physically. To achieve this, we 
should make effort on moral education of the students, guiding them to participate into the social practice and 
cultivating typical campus culture, making the students determined consciously to contribute and act to realize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revival. 
Key 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 moral education; social practice; campu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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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building and innovation of information sharing space 
——Taking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library as an example 

YANG 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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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formation sharing space is a newborn thing developed these years bringing the  traditional library 
service mode  severe challenges.The paper,taking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Library as an example, 
analyses the constructions of physical layer and virtual layer, introduces the innovation service of information 
sharing space and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deeper service of information sharing 
space. 
Key words: information sharing space; reference service; embedded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