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4 

Education Research 

高职院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堂教学探索 
 

王晓丽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DOI:10.12238/er.v3i11.3345 

 

[摘  要] 社会主核心价值观的课堂教学是高职院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

本文在分析高职院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堂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结合高职大学生的特点

以及教学实际,提出了教师在组织核心价值观课堂教学时应该把握的原则,并且试图探索改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课堂教学的路径,以增强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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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信息技术

日新月异,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加

之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化日益细化,人们

的价值观日趋多样,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这个宏伟目标,必须要把全社会

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有效整合我国社

会意识、凝聚社会价值共识、解决和化

解社会矛盾、聚合磅礴之力的重大举

措。高职学生是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第一线的主力军,培养他们对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认同,并且身

体力行,自觉将个人的青春梦与中国梦

紧密结合起来,与祖国同行,与人民同

行,意义重大。 

在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

育教育过程中,课堂教学是大学生认识

核心价值观理解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

也是第一课堂,因而作为思政课一线教

师,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严格把握好宝

贵的课堂教学环节,用好课堂教学这个

主渠道。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堂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 

结合本人在职业院校思政教学一

线多年的教学工作经历以及省内众多

高职院校的交流互动中,发现高职院校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堂教学方面

确实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1教学形式单一,教学效果不理

想。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中,教师

是授课的权威,教学形式、方法以教师单

纯讲授为主,学生长期处于被动接受地

位,容易造成学生丧失学习的主动性,甚

至还有可能产生误解和反感。 

1.2教学设计不足,缺乏针对性。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性、抽象性强,

要求教师必须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

究如何把抽象、枯燥的理论融入具体、

通俗的实践,来引发学生思考、共鸣,加

之高职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

动性不够强,因而仅采取理论讲授的教

学方式,往往会产生单一、枯燥、无趣的

教学效果。 

1.3理论教学为主,缺乏实践环节。

“实践出真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

一个重要观点。让学生从实践中“习得”,

相比学生在课堂中“学得”,将对当代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的影响更加深远。但是高职院校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课堂教学中往往关注

理论学习,缺乏有针对性的实践教学环

节,使得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理解往往浮于表面,不够深入。 

1.4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影响效果。高

职学生相对于本科生文化课成绩相对低

一些,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弱一些,他们进

入高职院校学习普遍重视专业课学习,掌

握专业技能,学得一技之长,热衷于各种

考证,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重视程度

不够,学习兴趣不浓,给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课堂教学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堂教

学中应把握的原则 

2.1遵循“由外而内”的认知逻辑,

充分调动知、情、意三者相结合,提升教

学效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具

有较强的统摄性、抽象性、深刻性,而我

们的高职大学生在知识结构、社会阅历、

实践经验等方面都是相对缺乏的,因而

对于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形式

化、简单化的表层。这就要求广大的思

政课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遵循科学

的认知逻辑规律,充分阐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内涵促进学生对其认知,注

重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 终引导学生

产生进一步的行为认同。 

2.2坚持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结

合,共同玩转课堂教学。课堂教学中,大

学生既是教育的对象,也是教育的主体,

因而唤醒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发挥学生

的主体性作用,变“要我学”为“我要

学”,自发地思考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

系,引导学生正确认知社会、完善自我,

超越自我。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充分发

挥“导演”的作用,调动每一个学生的积

极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来,而不

是事不关己的“看客”,共同来完成整个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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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结合学生不同专业背景,因材施

教,开展灵活教学。思政课程作为公共基

础课,是面向全校学生开展的,教学任务

是繁重的,专业跨度也是比较大,往往出

现“以不变应万变”的统一教法,不同专

业,教学内容完全相同,大大降低教学效

果。触动心灵的教育才是 好的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课堂教学中,授

课教师应该针对不同专业,相应调整教

学内容,变换教学方式,采取灵活教学,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改善课堂教

学效果。 

3 改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

堂教学的路径探索 

3.1整合挖掘教学内容,抓住重点,

进行教学设计。我们在组织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课堂教学时,应该全盘考量整

个课程的教学,统筹兼顾,不能孤立地去

安排教学。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

是当代的中国精神,与中国精神联系起

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与法治

素养联系起来,“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与道德培养可以对应起来。 

我们在组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

堂教学内容时应该明确以下几个重点： 

第一,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来源。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还有

着坚实的现实基础,讲清楚这些来源。 

第二,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内涵。不仅要引导学生从个人角度去

思考对价值的理解、选择,更要讲清楚为

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国人民的

共同价值追求。 

第三,讲清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在全社会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凝心聚力,

动员全国人民,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

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有利

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人

民的价值追求。 

第四,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科学性、崇高性。教学中要引导学生

开拓视野、积极思辨,在中国与世界各

国日益密切的交流互鉴中来体悟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崇高性,真

正理解、悟透从而坚定对于核心价值观

的自信。 

3.2以大学生参与为导向开拓“校

内、校外”多种实践教学平台。任何一

种价值观都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形

成的,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和践行活动,离不开鲜活、生动的社会

实践,仅有空洞的理论、苍白的说教,

难以得到广大学生的认同,需要开辟形

式多样的实践教学平台。在校内实践方

面,可以充分利用校内广播、电子服务

平台、自制报刊资料、宣讲活动等层层

推进到大学生日常生活、学习、思想的

方方面面。在校外实践方面,可以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效融入到社

会志愿活动、红色文化基地参观等多项

活动中去。 

3.3拓展教学空间,实现线上线下良

性互动。出生于00后的高职学生,他们生

活在网络时代,QQ、微信、微博、快手、

抖音等新媒体受到同学们的普遍青睐,

因而我们在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新

媒体为教学服务,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教

学,拓展教学空间。在线下,老师可以积

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角度引

导学生开展宿舍文化构建、班团组织生

活、学生社团活动等校园文化创建活动。

在线上,可以借助云课堂、校园网、校园

论坛、微信公众号等网络交流平台,积极

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图文信

息,引导学生积极关注国情、社情。培养

学生的辨别力、选择力和批判力,摆脱模

糊价值取向,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的有效性,使大学生在了解的基础

上增进认识,在比较中受到启发,在认同

中形成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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