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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新时代背景下提炼出的铸魂思想,新时代背景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实

现更好的育人功能,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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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大学

是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是培养人才

综合素质的关键阶段,大学生的教育

关系着祖国未来的前途命运。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实行教育引导,

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

抓的推进点。 

1 大学校园文化研究简介 

大学校园文化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底蕴文化,是“一种以校园为空间,

以师生为参与主体,以知识的广泛交流、

传播及师生持有的行为方式、生活节奏

和精神风貌为基本形态的群体文化[1]”。

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学者对大学校园文

化开展研究,从大学校园文化概念的提

出,到基本理论的研究,到校园文化深层

价值的探讨,再到校园文化建设的多维

探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相结合。国家也

颁布了许多的政策,大学校园文化形式

也不断多样化。 

进入21世纪,素质教育的兴起和对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使大学校

园文化理论研究和实践建设受到极大

关注。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被提到国家的高度,作为

社会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校园文

化成为了研究重点,研究的内容大概分

为这样几个类型：一是校园文化总论；

二是校园文化基本理论研究；三是国外

校园文化或中外对比研究；四是校园文

化特定领域研究。新的历史时期,大学

校园文化的研究更注重价值回归,满足

学生的精神需要,达到影响人,塑造人

的效果。 

2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新时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有其必然性。 

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校园文化的必然要求。培养什么人,是

教育的首要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大学校园文化,最重要的就是在办学

方向上站稳立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大学校园文化的价值导向、环境

和组织建设以及实践活动中,是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校园文化工作的

必然要求。 

二是大学校园文化创新发展的必然

要求。当前,大学校园文化工作的外部环

境与内部环境、任务与要求、内容与形

式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学校园文

化工作必须因势而新,推进其创新发展,

这既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质和价值使然,

也是党在当代的必然要求。教育界正在

落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战略要求,发展和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事业[2]。在社会多元化发展的

形势下,大学校园文化必须在多样中谋

共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

文化建设,形成全体教职工的情感认同

和行为习惯。 

三是关系着全体师生的成长方向。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未来整个社会的

价值取向[3]。大学生作为有知识、有技

能、有创造力的社会成员组成部分,价

值观关系着学生的未来,完善的人格有

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有助于学生

的全面发展,核心价值观决定着他们的

人生方向,并对社会整体价值观有较强

的带动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融入校园文化活动,对新时代大学生

价值观的形成、人格的完善起着重要的

作用。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

学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 

营造良好的校风和学风,既是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又是其赖以

进行的重要载体,要使思想政治工作成

为像阳光空气一般的必需品[4]。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校园需要全体师

生的共同努力和团结一心才能建成。 

3.1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

学校办学理念中,建立长效机制 

办学理念是校园文化的精神统领,

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办

学理念中,才能从根本上引领校园文化

向正确方向发展[5]。推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到大学校训制度体系和发展

目标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学校制度,体现到

学生守则、社团章程等规章制度和行为

准则中,通过制度的规范促进全体师生

价值观转型,满足广大师生对精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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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加强管理与监督,促使校园文化

朝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 

3.2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

园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首先,校园内应设立一个文化角,

文化角的内容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内涵相关的。其次,在学校的教学

楼、食堂、宿舍悬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比如孔子论语、庄子思想、优秀诗词歌

赋、成语典故、以及为了新中国统一付

出努力的仁人志士故事等能够发人深

省的内容,时刻提醒着师生中国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要将中国精神和文化代

代相传、发扬中国精神,铭记历史,现在

美好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是多少英雄

付出生命换来的,珍惜现在的生活,更

加努力,好好学习,修炼自己的品德,做

一名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最后,学校应

定期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主题比赛,大

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逐渐形成人

人了解、人人保护、人人弘扬中华优秀

文化的生动局面。 

3.3学校应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实

践活动,从根本上提升意识形态 

学校要准确把握学生成长的节点需

求,低年级的学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理论内容,中年级的学生多组织

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活动深化理论知识

的理解,比如去国家需要的地方做志愿

者服务,做文化支教,敬老救孤、扶贫救

灾、环境保护等形式,大力弘扬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大学生可

以提前进入社会劳动,比如去企业实习

等。在校的学生生活在象牙塔里,学习

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很少能亲自接触这

些实践活动,很难真正的领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所传递的精髓。通过这些实

践活动让大学生能够了解基本国情,了

解现实社会的发展,了解每个人身上所

肩负的历史使命,只有亲身体验,才能

明确自身的价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

人生观。 

3.4学校应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文化活动的宣传,增强自豪感 

首先,通过多媒体等方式多做宣传,

比如在学校大屏幕上播放文化比赛、实

践活动相关内容,届届相传,形成良好

的学风和教风,不断引导和教育着新一

届的大学生,对大学生活提前规划,找

到自己学习和努力的方向。其次,相关

部门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内

容多宣传,比如通过新闻稿的形式挂在

学校网站首页、制作宣传海报形式发给

全体师生,增强师生自豪感,奋发图强,

不断进步。最后,通过线上平台多交流,

比如贴吧、QQ等形式将好的作品分享给

学生,加强交流与学习。 

3.5学校加强对教职工的培训 

高校教职工行为文化对学生有着最

直接的影响,教师在课堂及生活中的言

传身教至关重要,要充分发挥教育的引

导作用,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理念,要熟悉学

生的信息获取和兴趣关注,及时做出有

效的干预和影响。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

使我们自己树立坚定的“四个意识”,

获得坚定的“四个自信”,形成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实现对学生的

培养教育目标。 

4 结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大学校园

文化有共同的目的,为了立德树人。新

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到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大学校

园文化的育人功能,更好的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探索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新

路径。 

[基金项目] 

1.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项目《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载体建设研究》

(编号：SK2020A0760)。 

2.安徽省高校省级质量工程重点

研究项目《“工匠精神”视阈下高职

院 校 技 能型人才培养研究》(编号：

2020jyxm1358)。 

3.安徽省职成教学会教育教学研究

项目《基于“互联网+”视阈下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编号：

azcg 93)。 

[参考文献] 

[1]刘刚,王文鹏,陆俊杰.多维大学

校园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

社,2013:22. 

[2]曾文婕,黄甫全.核心价值观教育:

定位、内容与路径[J].湖南师范大学教

育科学学报,2020(2):49-55. 

[3]谢新峰,张鑫凝.刍议新时代思想

政治教育对时代新人的培育[J].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2019(5):120-124. 

[4]周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新思考[J].思想教

育研究,2018(8):128-132. 

[5]朱志明,魏宝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探究

[J].思想教育研究,2016(2):40-43. 

作者简介： 

陶玲(1987--),女,汉族,安徽全椒人,

硕士研究生,教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

工商管理。 

宋健(1976--),男,汉族,河南汝南人,

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职业教

育、思政教育。 

林轶(1976--),女,汉族,安徽滁州人,

本科,政工师,研究方向：思政教育、人

事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