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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应用

———基于福建省独立学院的调查报告

杨　 旸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对独立学院 “以文化人” 工作的开展

进行问卷调查， 了解当下福建省独立学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的现状， 找出问题和瓶颈。 重点

从对以文化人的认知、 校园文化的建设、 网络文化的创建、 思政体系的推进、 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几方面分析

原因， 提出系统解读、 创新方式、 网络宣传、 体系育人、 先进引领、 融入日常等针对性建议， 从而进一步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工作， 促进独立学院的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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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调查的设计与实施

（一） 研究缘起

伴随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入， 世界呈现

出文明多样性的延续。 先进的价值观和落后的价值

观、 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西方的价值观、 传统的价

值观和现代的价值观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致使

许多人在价值观的树立上感到迷茫困惑。 面对世界

格局的加速演变和国际关系的盘根错节， 习近平总

书记指明： 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推向

深入， 需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 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资源， 做到 “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
以文化人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

了新的准则， 高校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教育阵地， 肩负着教育引导大学生为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使命。 审视高校各类各

层级院校， 了解独立学院当下的以文化人情况， 令

独立学院在其独特性中构建恰当的文化场域， 形成

“以文化人”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相对稳定的

联系， 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实践的拓展， 亦是在

复杂现实中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效的方法。
（二） 调查的实施与内容

基于上述认识， 课题组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开始至

７ 月初结束， 历时 ４ 个月， 开展了一次关于福建省

独立学院以文化人情况的调查， 并依据调查数据对

以文化人在独立学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

应用情况进行调研分析， 提供对策建议。 调查报告

中 “以文化人” 的 “文” 绝不仅仅是一个狭义的

文学范畴， 而是广义上的社会主义文化、 传统文

化、 地方文化、 大学文化以及课堂文化、 班级文

化、 宿舍文化、 社团文化等等工作学习生活中呈现

的一切文化要素。
调查报告主要以问卷形式进行， 调查主要在厦

门大学嘉庚学院、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福建师范大

学协和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等几所独

立学院进行， 共发放问卷 ５５０ 份， 回收问卷 ５３５
份， 辅之以教师学生座谈、 专家咨询和评估。 调查

以福建省有代表性的独立学院学生作为抽样调查对

象， 注意院校的区域性和学生的专业区分， 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反映福建省独立学院学生的社会主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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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观的认知践行状况和以文化人在推进福建省

独立学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应用情况。
问卷的内容对 “以文化人” 进行细化， 将

“文” “化” “人” 分别对应内容、 方式、 对象三

个维度。 问卷由 ６９ 个问题构成， 问题分属于个人

基本情况、 以文化人内容调查、 以文化人方式调

查、 以文化人对象调查四个模块。 第一模块调查被

调查者的性别、 年级、 专业、 学生干部身份、 政治

面貌、 家庭情况等个人信息； 第二模块调查调查者

对以文化人内涵的认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

的了解程度， 所在学校的文化建设内容、 文化产品

等； 第三模块调查被调查者所在学校的文化服务方

式、 文化活动形式、 文化建设宣传保障机制、 价值

观教育教学体系等； 第四个模块调查调查对象对于

课题关键词的主观感受、 对学校文化育人的评价体

验等。
（三） 调查的对象与质控

参加此次社会调查的对象的具体情况为性别方

面： 男生占 ２４ ５％ ， 女生占 ７５ ５％ ； 城乡背景方

面： 城镇户籍占 ８５ ５％ ， 农村户籍占 １４ ５％ ； 年

级方面： 低年级大学生占 ７２ ７％ ， 高年级学生占

２７ ３％ ； 职务方面： 学生干部占 ３５％ ， 非学生干

部占 ６５％ ； 政治面貌方面： 学生党员占 ３ ４％ 、 入

党积极分子占 １７ ７％ ， 共青团员占 ７５ ３％ 、 群众

占 ３ ６％ 。 所属专业方面： 文科生占 ６０ １％ ， 理科

生 １６ ６％ ， 工科生 １８ ５％ ， 术科生 ４ ８％ 。 民族方

面： 汉族 ９５ ９％ ， 少数民族 ４ １％ 。
为了保证调查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课题组专门

向社会学、 文化学、 教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咨

询后设计了该问卷， 并对问卷的回收人员、 录入人

员进行了培训。 从问卷设计到组织实施再到数据分

析最后至形成结论， 课题组均力争做到准确、 科

学、 有效。

二　 调查的数据与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 分析总结福建省独立学院的

“文化” “教化” “学生” 的现状及特征， 调查的

主要内容和具体数据如下：
（一） 对 “以文化人” 内涵的认知情况

对 “以文化人” 内涵表示了解 （ “准确了解”
或 “比较了解” 或 “基本了解”） 的独立学院学生

占 ５０ １％ ； 表示 “了解不多” 或 “完全不了解”
的占 ４９ ９％ ， 即半数的学生不能明白其内在含义，

能够准确知晓 “以文化人” 三个维度逻辑关系的

更少 （见图 １）。 在访谈中， 亦有独立学院的教师、
行政管理人员存在同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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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独立学院学生了解以文化人内涵的情况

（二）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认知、 认

同情况

１．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认知度和认

同度。 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认知度上，
表示了解 （ “准确了解” 或 “比较了解” 或 “基
本了解”） 的独立学院学生占 ９１ １％ ； 表示 “了解

不多” 或 “完全不了解” 的占 ８ ９％ （见图 ２）。
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上， 表示认同

（ “非常认同” 或 “比较认同” 或 “基本认同”）
的占 ９７ ７％ ， “不太认同” 或 “完全不认同” 的

占 ２ ３％ （见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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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独立学院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整体认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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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独立学院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整体认同情况

２．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的把握情

况。 调查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结构， 将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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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对个人、 对社会和对国家

三个维度， 并各设置了一个干扰词。
全部答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词的比例相

对较低， 为 ２９ ９４％， 这与能否准确了解具体内容的

自我认知 （２６ ９％） 还是比较接近的。 其中， 社会

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掌握较好， 准确

率为 ５８ ７％， 而对宏观的国家层面和微观的即公民

个体方面的具体内容掌握情况则相对不理想， 全部

答对的分别为 ４０ ３％和 ３９ １７％。
（三） 文化建设的整体情况

１． 文化建设的主要创建模式和突出问题。 独

立学院最主要的文化创建活动分别是 “班级文化

创建” （７９ ８％ ）、 “社团文化创建” （７５ ７％ ）、
“宿舍文化创建” （７２ ５％ ）， 而 “课堂文化创建”
则为 ４７ ８％ ， “网络文化创建” 为 ２８ ６％ 。 调查

中， 学生认为学校文化活动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

“活动意义不大” （３２ ４５％ ） （见图 ４）， 与之相呼

应的是校园文化建设中主要问题为 “缺乏系统规

划， 校园文化层次不高” （５１ ４％ ） 和 “流于形式

参与度不高” （５０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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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独立学院校园文化活动存在的最突出问题

２． 文化建设主体和活动参与情况。 在 “您认

为独立学院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哪些” 的

调 查 中， 学 生 被 认 为 是 最 重 要 的 建 设 主 体

（７４ ４％ ）， 其 次 是 教 师 （ ５８ ８％ ）、 教 育 职 员

（４９％ ）、 其他人员 （１９ ２％ ）。
学生参加校园文化活动最注重的是 “活动的

创新” （３３ １％ ）， 其次是 “活动的内容” （２９％ ）
（见图 ５） 和活动的成果 （２８ ２％ ）， 学生认为最

适宜的校园活动举办频率是每两周一次或每月一次

（６１ ３％ ） （见图 ６）， 这和调查中学生个人参与频

次较为一致 （每月参加一次的 ３２ １％ ， 每两周参

加一次的 ２５ ９％ ） （见图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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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独立学院学生参加校园文化活动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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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独立学院学生认为校园活动最适宜的举办频率

4 20.��%

5 10.��%

21 90.��%

32 10.��%

25 90.��%

10 80.��%

!"

#$%&

#'(%&

#)%&

#*+%&

#+%&

图 ７　 独立学院学生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频率

３． 校园学术氛围与文化活动主题。 有 ８５ ９％
的学生认可所在学校图书馆的软硬件， 但在文化活

动的主题上有 ４７ ３％ 的学生认为应增加学术交流

类活动， 且认为所在学校学术氛围 “一般” 或

“不太浓厚” 或 “完全没有” 的占 ５０ ４％ ， 然而

悖论的是在具体讲座内容上学生更倾向 “人文专

题” （４７ ５％ ）、 “考研考证” （４６ ９％ ）、 “生涯规

划” （４４ ３％ ）、 “饮食化妆运动” （４２％ ） 这一类

与自身兴趣、 能力提升明显相关的实用型内容。
４． 校园文化产品和活动宣传方式。 在 “所在

学校的文化产品呈现形式” 调查中， 排前三位的

是 视 频 （ ６８ ７％ ）、 文 字 （ ６６ ４％ ） 和 图 片

（６５ ８％ ） （见图 ８）。 而在 “校园文化活动最适宜

宣传方式” 上， 学校仍然经常使用的常规方式

“发放宣传单” “学生组织相互通知” “路演宣传”
在学生的选择中排名是最后三位， “网络新媒体”
（４７ ８％ ） 才被学生认为是最适宜的宣传方式 （见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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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这与 ７６ ９％的学生最主要获取外界信息的

渠道是手机和网络相呼应。
５． 传统文化和地缘文化的传承情况。 调查中，

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形成 “意义深刻” 或 “有较大意义” 的学生占

８３ ３％ ， 能知晓且践行校训的占 ８６％ ， 学习过校

歌且会唱的占 ５６ １％ ， 能了解学校周边地缘文化

和民俗的学生为 ４２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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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独立学院文化产品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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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学生认为校园活动最适宜的宣传方式

（四） 网络文化创建的基本情况

１． “官微” 成为重要的网络平台。 “易班”
“共青团志愿汇” 这类全国高校覆盖面 ９０％ 以上

的通用平台知晓率仅为 ６８ ２％ 和 ６０ ６％ 。 在所

在学校的网络平台中， “官微” 和 “院系组织公

众号” 成为被学生广泛认可的重要平台， 知晓度

分占 ７６ ４％ 和 ７３ ３％ 。 而学校名人个人公众号

亦是不可小觑的新兴力量， 占 ３２ １％ （见图

１０）。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 “您所在学校的文化

创建活动” 调查中仅有 ２８ ６％的学生选择了网络

文化创建， 可见， 学生并不认为有了网络平台即

等于网络文化创建。
２． “学生社团” 是最受欢迎的网络产品内容。

大多数 同 学 关 注 的 网 络 产 品 是 “ 学 生 社 团 ”
（６２ ７％ ）、 “文艺原创” （５４％ ）、 “新闻通知”
（４６ ５％ ） 这些与日常学习生活明显相关或参与性

和互动性较强的内容 （见图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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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独立学院学生最关注的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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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独立学院学生关注的主要网络产品内容

３． 传统传播形式仍是独立学院学生了解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途径。 在 “您主要通过哪

些形式了解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调查中，
“广播、 电视” 占 ７０ １％ ， “报纸、 书籍或杂志”
占 ６８ ７％ ， 而网络作为传播渠道以 ５７ １％ 排第三

（见图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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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独立学院学生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式

（五） 思政教育工作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育的情况

１．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效用。 对思政课表示

“一般” 或 “不感兴趣” 或 “完全不感兴趣” 的

占 ６７ ４％ ， 在 “您认为学校开展哪种方式对大学

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影响最大” 这一调查中， 获

选的前三种方式是 “校园文化活动” （６６ ９％ ），
“新媒体宣传” （４３ ４％ ）、 “志愿服务” （４３％ ），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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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课位列之后 （见图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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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对独立学院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

影响最大的几种方式

２． 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力。 在 “学
生认为哪种教育形式对培养价值观的影响最大”
的调查中， “校园教育教学” 以 １１ ５％ 位列最后

（见图 １４）； 同样在 “解决个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践行问题应从哪方面着力” 的调查中， 选

择 “依靠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仅占 ２５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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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学生认为对培养价值观影响最大的教育形式

（六） 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况

１． 影响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的

主要因素。 在 “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

本看法” 调查时， 表示 “与每个人密切相关， 需

要倡导更需践行” 占 ６２％ ， 表示 “大多数应做

的， 自己也会践行” 的占 ２９ ６％ ， 表示 “看个人

素养” 或 “与我无关” 或 “没有必要” 的 占

８ ４％ 。
“整体道德风尚” “多元价值观冲击” “网络文

化冲击” 是学生认为影响独立学院培育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分别为

６６ ３％ 、 ６０ ５％和 ５８ ８％ 。
２． 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动

力。 ５０ ６％的学生认为自己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主要动力是 “实现自我价值”， 认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自己的行为中 “时刻都有体

现” 或 “体现得很多” 的占 ５５ ３％ ， 重点体现在

生活中 （６９ ５％ ） 和学习中 （６７ ２％ ）， 并在此基

础上能够 “非常明确” 或 “比较明确” 或 “初步

建立” 理想信念的有 ９６ ２％ 。
而在群体差别上， 高年级学生在行为上 “时

刻都有体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占 １７ ６１％ ，
高于低年级学生 （１３ ５８％ ）； 在 “明确理想信

念” 上高年级学生 （３１ ７２％ ） 同样高于低年级

学生 （２２ ５４％ ）。 学生干部表示 “非常明确” 或

“比较明确” 理想信念的有 ７８ ４９％ ， 高于非学生

干部 （６９ ８６％ ）。 表示 “非常明确” 或 “比较

明确” 理想信念的学生党员是 ８８ ８９％ 、 入党积

极分子为 ７８ ７２％ 、 共青团员为 ７０ ２５％ ； 表示

行为 “时刻都有体现” 或 “体现得很多”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的学生党员为 ７５％ 、 入党积极分

子为 ５１ ０６％ 、 共 青 团 员 为 ５６ ０６％ 、 群 众 为

４２ １１％ 。
（七） 校园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的情况

１． 学生对校园文化的态度。 对校园文化活动，
９２ ２％的学生表示关注 （ “非常关注” 或 “比较关

注” 或 “一般”）， 参与校园活动最主要的目的是

“树立正确价值观”， 且 ５２ ６％ 的学生对加强独立

学院以文化人的态度是 “坚决支持并充满信心”，
６７ ３％的学生肯定校园活动 “对自身有帮助， 并

表示满意”。
２． 社会实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动。

学生认为解决个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中的问

题应着力参与 “社会实践” （７１ ５％ ）， 课余时间

除学习和休闲外， 最主要也是参与 “社会实践”
（４５％ ）。 独立学院实践类型丰富， 以” 志愿公益

活动” （６７ ６％ ） 最受欢迎。

三　 调查的结论与原因

上述数据为课题组的研究提供了价值参考， 综

合结果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 福建省独立学院学生对以文化人内涵的

认知理解度较低

“以文化人” 之所以常常令师生感到费解， 主

要源于在现代汉语中 “文化” “文化人” 这样的词

组已在当代人的脑海里形成了思维定势， 这种定势

带来对 “以文化人” 解读上的困难。 而本身文言

的句式亦会给广大师生增加理解难度， 鲜少有人能

６４



　 第 ４ 期 杨　 旸： 以文化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应用

投稿网址：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ｂａｎｇｏｎｇ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ｊｋｂ ／

快速反应将 “文” 和 “化” 两个字作为单音节词

分开。
（二） 从福建省独立学院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内容的认知、 认同情况来看：
１．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认知度、 认

同度较高。 调查显示， 独立学院学生在思想、 学

习、 工作和生活上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有很

高的认可度， 这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中

华民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代要求相契

合， 符合中国人的思想、 生活的实际， 在青年一代

具有广泛的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 应对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满信心， 树立价值观自信。
２．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的准确把

握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

体内容把握不足， 缘于独立学院学生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还缺乏领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具体内容较为复杂， 并且涉及国家、 社会和

个人之间的逻辑关系， 学生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认识缺乏系统解读和深刻理解， 这是造成大学

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具体内容的认知

不明晰的根源。
（三） 从福建省独立学院文化建设的整体情况

来看：
１． 主要创建模式是微观的场域文化创建。 宏

观的文化创建在当下独立学院学生的思想中相距甚

远， 这需要学识、 思维等积淀之后才能够产生相应

的思考。 因此学生们更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的， 更愿

意接受的是细化于他们日常学习、 生活、 工作场域

的文化创建： 即课堂文化、 班级文化、 宿舍文化、
社团文化创建。

２． 文化建设的开展方式仍需改善。 学生的精

力有限， 学生的关注点和参与活动的频次与现实中

一晚多场， 一次时常 ３ － ４ 小时的校园活动差别较

大， 他们的主动选择必然是最贴近真实想法和最能

吸引人的活动。 这也恰恰解释了学生认为目前校园

文化建设中主要问题是 “缺乏系统规划， 校园文

化层次不高” （５１ ４％ ） 和 “流于形式参与度不

高” （５０ ３％ ） 的原因。
３． 文化建设形式和内容与学生需求不一致。

目前， 独立学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形式依

然是主题讲座、 思政讲堂等， 教育的具体内容未能

与大学生的实际需求紧密联系， 多是纯理论的基本

内容宣讲且密度较大， 导致学生条件反射性地对相

关讲座有所抵触。
４． 文化产品和宣传方式有待创新。 文化产品

创新会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在众多文化产品中

很容易尚未成熟就夭折。 而高质量、 形式新颖的文

化产品对制作者、 参与者的技能要求较高， 花费的

时间精力较多， 无形间缩小了参与面， 这是戏剧、
话剧、 书法、 诗歌等文化产品呈现较少的原因。 而

在宣传方式上， 一方面社团和院系学生组织通常是

以老生带新生的方式传承活动资料和经验， 对宣传

方式的重视不够； 另一方面， 同学们在举办活动上

更多地是关注活动主题和内容， 这都影响到了宣传

方式的更新完善。
５． 需进一步发挥校训、 校歌和地缘文化的作

用。 校训被熟知和践行的原因在于简单易记、 反复

强调， 学生长期处于潜移默化的氛围之中。 而校歌

相对来说熟悉程度不高的原因是教唱多在军训期间，
后续未能反复练习， 使用的场合较少。 校园周边的

习俗与学生家乡本身的风俗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学校也缺乏相应的组织介绍和学习， 使得潜在于地

缘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因素未能发挥较大的作用。
（四） 网络文化创建仍需进一步加强宣传

不同地区、 不同群体对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传播都会有不同需求。 独立学院在进行网络文化

创建时， 并未对这种特殊性及其成因做深入的、 具

体的、 有针对性的研讨。 特别是缺乏针对个体层面

的具有实效性的传播方案， 没有与学生日常生活深

度融合， 对如何用网络传播特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进行有鲜活生命力的培育未做深度思考或实

验， 造成了独立学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过程

中形式重复、 宣传内容单一、 创新力不足等问题。
在网络阵地的建设上， 一方面宣传的覆盖范围

依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互动性、 个性化的

互联网传播特性与单向性、 灌输式的传统传播内容

之间的抵触反应大大影响了网络阵地作用， 弱化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果。
（五） 思政教育工作体系未能充分发挥推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作用

独立学院教师队伍大多以年轻教师为主， 思想

政治素质和职业素养水平不一： 有的比较注重理论

研究， 有的比较重视个人人生价值目标的实现， 未

能形成全员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动自

觉意识。
在教育教学的方法上， 教育者不断接受着新理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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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新技术、 新方法、 新平台的挑战， 亦或者是承

担课程内容和方法不断变革更新的勇气有限， 这就

造成了课堂的理论性和亲和力、 趣味性很难兼具，
降低了学生的接受理解程度。

此外， 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有其 “走心” 的情

感优势， 但也有其工作定势。 一味高频率地单向内

容灌输， 必然会引起学生的逆反抵触， 弱化了思政

工作者的影响力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效果。
（六） 学生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之间的关联未去探究

从福建省独立学院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情况来看， 可以看出独立学院学生大多有信

念、 有理想、 有道德、 有追求， 对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必要性有较高的认同感 （９１ ６％ ）， 但

同时缺乏较高的归属感。 他们看重在大环境中个人

奋斗成功成才， 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

终极价值目标、 核心价值理念、 基本价值原则以及

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主义价值观践行之间的联系未

去深究， 对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

的关系感觉是模糊含混的， 这也造成了认同与践行

之间的差别。
此外， 在明确理想信念、 日常行为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群体特征上看， 学生干部高于非学

生干部、 高年级学生高于低年级学生、 学生党员高

于入党积极分子和普通同学。
（七） 校园文化建设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的作用巨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养成， 贵在实践。 尽

管校园文化活动在开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不足和问

题， 但是校园是学生生活学习于其中回避不了的场

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校园文化或生硬或润

物细无声地融入独立学院文化活动之后， 大多数个

体能够汲取其先进性并创造性地践行于日常。 而学

生自身持续性地参与活动带来的成长、 成就感以及

身边同学参与后产生的蜕变， 又反向回来更坚定了

学生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关注和认可。

四　 对策与建议

（一） 要系统、 全面地解读 “以文化人” 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要从学生的角度和思维习惯出发， 研究独立学

院 “以文化人”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

同问题， 研究不同师生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认知特点， 研究有效的讲解方式和方法。 讲清以

文化人的句式和意思， 讲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内容， 深刻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

实践要求， 让独立学院学生能够整体地理解两者的

重要意义和价值，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真

正落实落地。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以文化人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内在逻辑、 体系、 关联的解读和阐释， 使

学习内容既具有逻辑力量， 又渗透情感力量， 让学

生在理解上认知， 而不是停留于简单的单向灌输、
背诵记忆和功利性使用。

（二） 以校园文化建设为抓手， 创新文化服务

形式、 内容传播方法

独立学院应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日

常文化宣传、 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中， 润物细无声

地传播正能量； 应该通过专题培训、 师生座谈、 名

家论坛、 翻转课堂、 社会实践等多样化的形式拓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的载体； 应该呈现文字、
图片、 声音、 视频、 动画、 戏剧、 书法等多种产品

形式， 应该通过微博、 微信、 微故事、 微视频、 微

电影等新媒体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方

法； 应该充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传统文化、 地方

文化和大学文化的交流融合。
此外， 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校史地域文化

为载体， 创新培育机制。 以重大纪念日为契机， 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 举办庄严庄重、 内涵丰富的庆祝

和纪念活动， 提高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知， 挖掘独立学院所在地文化历史和民俗的育人

资源， 打造地方特色传统文化精品课程， 进而引导

独立学院学生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

值观。
（三） 优化新兴媒体资源， 将正面声音以多样

方式占领网络阵地

一方面夯实传统媒体传播路径， 一方面要更加

重视手机、 Ｐａｄ 等移动端对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作用，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经典文化作品

中的精神内涵，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网络

宣传、 网络文化、 网络服务中。 同时还需注意真正

地发挥网络平台的优势， 将所宣传的内容内化为大

众日常生活的观念和语言， 增加其中的交互性、 情

感性、 娱乐性。 培养正确发声的 “网络大 Ｖ”， 宣

传正能量的 “身边事” “身边人”， 形成榜样的力

量。 以多样化的方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呈现给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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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 从而实现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有机结合， 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落到实处。
（四） 完善思政教育教学体系， 推进以文化人

常态化、 体系化

首先， 以思政课堂教学为主渠道， 与 “十大

育人体系” 相结合， 充分发挥课程教学的育人功

能。 围绕大学生关注的校园内外的热点， 及时跟

进、 答疑释惑， 构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整体氛围。 其次，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融入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 整合思政教育资源， 自

觉将核心价值观教育润化到知识传播、 素养提升等

过程中。 第三、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树立全员育人，
全系统育人、 全方面育人的意识。 思政教育者和独

立学院的其他部门工作人员是思政教育教学体系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 价值观教育是 “走心” 的教育，
只有用心地做好每一个教育服务环节， 才会令学生

发自内心地去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五） 梳理内在联系， 发挥先进群体的示范

引领作用

多元文化冲突之下， 当下独立学院的文化场域

外显繁荣， 而处于场域内的大部分个体人则价值观

迷茫甚至价值观失序。 因此， 独立学院必须要加强

学生个体的价值观教育、 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 培

养其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增强大学生的是非判断

能力， 帮助学生构建正确的价值观和原则。 只有这

样， 学生才能够明晰地理解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 独立学院学生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具有更为深厚的根基。
通过有整体氛围的学习逐渐形成并达到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 让学生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个人行为准则和社会价值导向。 而

从福建省独立学院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群体特征看， 对低年级学生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宣传， 对学生党员、 学生干部等先进群体，
应鼓励其积极发挥在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过程中的示范引领的作用。
（六） 借力校园活动， 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机制

独立学院应重视校园活动的高关注度， 强化校

园文化活动的正向作用， 让学生在兴趣爱好中、 技

能竞赛中、 娱乐活动中、 创新创造中、 志愿服务

中、 勤工俭学中不知不觉地学习到社会层面和个人

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并提出具体化、 可操

作的行为示范。
同时， 校园文化活动应该格外重视社会实践的

的引导和开展。 引导学生深入基层、 深入社区、 深

入农村， 关爱老人、 关爱儿童、 关心社会， 把科学

技术、 文化知识带到需要的地方， 真实地体验感受

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和目的。 在

此基础上， “创新方式方法、 探索有效形式、 形成

长效机制，” 引导大学生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１］。

结束语

总体来看， 独立学院在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育过程中都应用了 “以文化人”， 且这一过程

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 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宣传与培育、 认知与践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 结合独立学院学生所处

的文化形态， 期待通过此次调查， 各方教育力量能

够合力构建课堂教学、 社会实践、 校园文化多位一

体的育人平台， 加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

学生日常学习生活， 从而生成个体文化自觉， 推进

独立学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 促进独

立学院的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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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７，ｐ ＜ ０． ０１） ，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ｉ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ｒ ＝ ０． １９５，ｐ ＜ ０． ０１） ，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ｉ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ｒ ＝ ０． ３８１，ｐ ＜ ０． ０１） ． （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ｅｌｆ⁃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ｐａｒｔ ｉ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ｇｒｉ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９ １０ ％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ｇｒｉｔ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
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ｇｒｉ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ｇｒｉ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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