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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时代高校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联动

教育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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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具有紧密的关联性。进入微时代，

高校应掌握、运用微媒体，把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联动起来，系统发挥其合力作用，使大

学生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自觉认同、弘扬和践行核心价值观。通过论述微时

代高校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联动教育的意义，分析了微时代高校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联

动教育的现状，探索微时代高校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联动教育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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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高校大学生是微时代新媒体文化内容的

制作者和传播者，同时，也是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

行的主力军。微时代是一个蕴涵着文化传播、人际

交往、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等多种复杂语义的时代

命题[1]，它以微博、微信、微视、APP等为媒介，

传播短小精炼的音频、视频、文字、图像等内容，

开展实时、互动、高效传播活动，具有短小精炼、

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内容更具冲击力和震撼力的

特点[2]。在微时代，信息的传播方式打破了时空的

限制，有了新的传播路径和广阔的空间。传统文化

亟须适应WEB2.0时代，在与微信、微博、手机

APP等网络应用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优秀的“微文

化”，从而在微时代焕发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

力，以一种全新的传播、教育方式不断推进高校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进程。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构建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

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核心价值

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承载着中华民族

和国家的价值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标识，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

设的重点……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

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

力。”[3]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

一、微时代高校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

文化联动教育的意义

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具有

紧密的关联性，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而又有机

统一。二者教育的核心内涵具有趋同性，实践环节

具有相似性，教育的功能、对象、主体及环境基本

是统一融合的，都是高校开展立德树人教育的重要

内容，因此，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正确看待

二者的有机统一，运用微媒体这一新兴媒体，把核

心价值观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联动起来，系统发挥

其合力作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挥最大化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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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利于创新教育载体

智能手机、平板的广泛使用，使微媒体成为大

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载体，是大学生以优秀

传统文化为根本，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

段。创新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需要适应、把握、利用微媒体的特点，让核心价值

观与优秀传统文化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

推广开来。首先，创新利用“微媒体”为载体。我

们要以微媒体为载体，化被动为主动，使传统文化

成为大学生微媒体中经常出现的、主动关注的、乐

于互动和分享的内容。其次，创新利用“微文化”

为载体。我们要以“微文化”为载体，充分发挥传

统文化以文化人、以情感人的力量，实现核心价值

观入耳入脑入心的目的，可起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最后，创新利用“文化活动”为载体。我们要以优

秀传统文化活动为载体，让大学生在参与优秀传统

文化活动中感受、体验、认同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

基本精神，增强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场感、直观性

和生动性，做到寓教于乐、发人深省，充分实现大

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

展”的功能。

（二）有利于优化教育氛围

在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

要落脚在育人上，体现在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上[4]。育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把握学生不同阶

段身心特点和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做出规划，进

行合理引导。微时代做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一个

显著的优势是可以通过手机等媒体将信息精确传

递。首先，培育新时代民族精神。我们要加强对高

校已开通的微博、微信、易班等公众号的内容建

设，阐释好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

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成为涵养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5]，不断加

强新时代民族精神的培育。其次，推送核心价值观

与传统文化知识和理念。要根据不同年级、不同专

业学生的需求，分门别类地推送传统文化知识和理

念，如在大一新生中重点开展爱国爱校教育，在

二、三年级学生中重点开展社会公德、个人品德、

诚信教育，在四年级学生中重点开展职业道德、生

活美德教育等，提高大学生明思辨、正是非的能

力。最后，组织开展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联

动教育的活动。高校可组织大学生制作以传统文

化、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微内容、微视频、微图

册，在活动制作和参与过程中，内化对传统文化的

认识，促进实践，知行合一，在实际行动中践行核

心价值观。

（三）有利于形成教育多维合力

在微时代，我们要从学校教育、管理人员、学

生党员、学生干部等层面营造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的多维合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通过知、情、意、行的相互作用，达到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的效果。高校对大学生群体亚文化、

现实需求、成长规律的把握，都可以通过微调研和

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分析展开；校园微博、

微信公众号的使用，加速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

同，对核心价值观价值意义的认识，对传统文化的

传承和创新；辅导员通过微媒体，在发布状态、转

发、点赞的过程中，传播知识与理念，加深师生对

传统文化的思考。用优秀传统文化凝聚高校人力物

力、文化资源，实现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多维合力。

二、微时代高校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现状

在信息高速时代，一系列以数字化、交互性、

超时空为主要特征的微媒体的出现开启了全新的微

时代。高校大学生、研究生思维活跃，乐于接触新

事物，已逐渐远离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转而

依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利用

APP等网络应用实现学习和交流。

（一）微媒体广泛运用

高校适应微时代的到来，已逐渐开通了官方微

博、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平台，开发了智慧校园

等应用APP，并积极利用了易班、PU口袋校园等综

合服务平台，在适应大学生、贴近大学生、融入大

学生的过程中，主动营造主流文化的网络舆论，扩

大主流文化的话语权，不断增强大学生对主流文化

的认知认同、情感认同、理性认同和行为认同，强

化“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微媒体以一对多的形式把核心价值观教育的

理论要点向学生进行传播与辐射，并通过点评与讨

论等方式，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及时消除

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疑虑。微媒体核心价值观

教育，打破了时间、空间和选择方面的限制，并依

托网络资源的丰富性、共享性和开放性，依托传统

文化的根本性、渗透性、包容性等特点，为大学生

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学习平台，日益受到大学

生的喜爱。

（二）微媒体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进入微时代，高校运用官方微博、微信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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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微信群等微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较

好的教育效果。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学校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中有

关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所占比例较

少，尤其是没有从教育组织、教育内容、教育途径

等方面把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有机统

一起来，没有发挥二者教育的合力。二是学校在传

播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缺乏顶层设计，

出现校园微媒体各自为政，或重复推送，使教育没

有系统性。同时，学校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出现

内容错误、方法失当等情况。三是微媒体在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运用还不够广泛，缺乏系统

性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人生观、世界观、价值

观还没有形成，核心价值观尚未确立，自制力较

差、社会经验不足、明辨能力不强的大学生会产生

重要影响。此外，学校党委宣传部、学院书记、学

生辅导员、学生党支部如何利用微媒体发挥教育作

用，做好思想引领，也是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

的重要内容。

三、微时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

统文化联动教育的路径探析

应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切实把网络舆论引

导作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广大高

校师生成为网络空间晴朗起来的一支重要力量，引

导高校网络文化健康发展[6]。进入微时代，高校应

与时俱进、贴近学生、创新方法，加强高校网络文

化建设，利用好微媒体，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

核心价值观教育联动，使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在核

心价值观教育中的涵养作用，使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充分体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让核心价值观

之树深深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上[7]。

（一）做好学校顶层设计，扩大教育覆盖面

学校官方微博、微信平台已成为校内最受欢

迎、关注度最高的新媒体平台[8]。高校要认真做好

顶层设计，加强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联动教

育的覆盖面。首先，学校党委宣传部、学工部、团

委、马克思主义学院等部门要分工负责、各有侧

重，构建学校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微信群等

“微”平台，深入持久地加强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

统文化联动教育，使“微学习”“微视频”“微交

流”“微研讨”“微方法”等覆盖学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全过程。其次，要全面掌握学生成长规律，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遵循教书育人规

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

平”[9]。在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联动教育内

容的传播、弘扬和学习实践上促进学生参与，对学

生的反馈信息及时有效的处理，正确引导，因材施

教，细致入微，突现“微”教育的优势。再次，要

加强对学校“微”平台的规范管理和引导，教育内

容要正确、系统、全面，推送方式要亲切、亲和，

要视听结合、图文并茂、声情融会，多方位刺激大

学生视觉、听觉等感官。同时，要加强对本校意见

领袖、网络大V的培养和引导，让他们既要传播和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又要不断推送核心价值观的学

习内容和践行途径，正向引导，营造良好的联动教

育的“微”环境。最后，要注重利用好重大节庆日活

动，在活动中使校园微媒体同频共振，在校园里营

造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联动教育的时代强音。

（二）优化思政课教学，发挥教育的主渠道作用

高校思政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是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阵

地。首先，思政课教师要将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思政理论课教学之中，坚持核心价值

观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内容上的紧密关联性，寻

找共性的基石，使核心价值观教育立足于植根于中

国人内心已形成民族基因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之

上，形成联动教育合力，促进教育成效的实现。其

次，思政课教师要适应微时代的潮流，改进教学方

式方法，增强参与微媒体的意识，不断增强通过微

媒体与大学生交往、交流、学习、生活的方式。再

次，要深入挖掘网络教学资源，构建网络教学平

台，制作教学“微视频”，建立师生“微讨论”

“微交流”等，创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运

用学生喜爱的教学方式，激发大学生主动学习的热

情和兴趣。使学生自觉学习和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感

知和认同核心价值观，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

强思政课主渠道教育的引导力、说服力和感染力。

（三）重视学生工作，发挥教育的先锋引领作用

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工作的组织

者、实施者和指导者，在加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和

传统文化联动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微时代，高校辅导员要主动利用微媒体，积极关

注各类信息和事件，利用“微交流”“微研讨”等

途径，及时与学生进行交流、沟通，将传统的被动

式教育变为学生主动参与。辅导员要积极开展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题活

动，如爱国主义、文明修身教育，书法、水墨画比

赛、定期推送经典诗文赏析等，在日常生活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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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中提升大学生的内涵修养，坚定文化自信，坚

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核心价值观。学生党支部、

学生会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上

承老师下启同学，做好协助、传达、示范、实践活

动是学生党支部、学生会的主要任务。在微时代，

学生党支部、学生会应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主动

建设好教育“微”平台，以班级、社团、寝室等为

单位，建立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占领思想政治

教育的“微”高地，运用“微制造”“微传播”

“微学习”“微研讨”等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形成“微”应用的主

力军，用实际行动号召和凝聚青年学生。

总之，进入微时代，“微文化”“微交流”

“微生活”“微学习”“微研讨”等微媒体已走向

每一个人，贯穿每一位大学生学习、生活、成长、

成才的全过程，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当代大学生的思

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也不断更新着大学生的文化理

念。高校应积极适应时代要求，坚持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贴近学生，从学生丰富的生活中挖掘素

材，汲取灵感[10]。掌握、应用微媒体，充分发挥优

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重要作

用，把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联动起来，

使核心价值观教育既体现中国精神、传承和升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融入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创新微

时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方法，提高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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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s Analysis of Education Linkage Between University Core Values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s in the Micro Era

ZHANG Jun-cheng   WANG Man-li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In the micro er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master and use micro media to link
the  core  values  education  with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and  stimulate  their  activities  systematically.  It  will
make  students  learn  from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ssence  and  moral  essence,  and  consciously  identity  with,
carry  forward  and  practice  the  core  values.  In  this  pap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ducation  linkage  between
university  core  values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micro  era  is  discuss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is
analyzed, and paths to better improve the linkage between them are explored.

Key words   micro era; the core value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lin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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