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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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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多样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这种多样化一方面来自国内经济体制的深刻变
革，在经济成分、社会生活方式、经济利益、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等日益多样化的情
况下，当代中国的文化也必然形成多样化的特点。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与世界
各国的交流日益扩大，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 文化互相激荡，文化多样化的特征更为明显。在多样化
的文化发展中，必然要有核心价值体系指引、规定其发展的基本方向，才能使整个社会有良好的凝

聚力，和谐文化的建设才有现实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是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发展中“引领”作用，不仅要解决认识问
题，更重要的是解决操作性问题，要积极探索发挥这种“引领”作用的有效途径。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桥”和“船”就是方法和途径。在新的形势下，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发展中“引领”
作用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以弘扬民族精神为突破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同才能
有效发挥作用。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下，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具有最大的可接受性。从理论和逻辑上分
析，一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民族文化氛围之中，无形中便接受了民族精神的熏陶，民族精神中所蕴
含的价值观念已融化在人们的血液中。人们对于民族精神有着亲切感和自豪感，在此基础上建立核心
价值体系，有着接受和认同的先天优势。此外，经济全球化使各民族文化相互激荡，各民族正是在加
强对自身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其自身发展的。中华民族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形态在世界
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民族精神的认同，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它反映了中国人民的
共同意志和愿望，因而有着更大的可接受性。  

  民族精神教育有着丰富的资源。从历史到现实，从物质资源到精神资源，应有尽有。总结思想政
治教育的经验不难发现，空洞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要有效发挥“引领”作用，就要通过具体的载体，将抽象的原则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追求。
从民族文化入手，以弘扬民族精神为突破口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在我国，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和改革时期，民族精神中浸润着社会主义价值导向，因为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汶川大地震中，全世
界中华儿女在民族精神的旗帜下，万众一心，抗震救灾。民族精神所展现的巨大凝聚力是任何其他力
量所难以企及的。从认同民族精神，到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引领”作用的有效途径。  

  第二，加强从传统媒体到新兴媒体的平台建设，特别是网络建设，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
到网络文化之中，更好地发挥其“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的有效发挥需要
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特别是互联网的作用。今天，互联网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随着网络持续快速
发展，网络规模迅速扩大，网络技术不断推陈出新，各种网络功能也日趋丰富。人们在工作、学习、
生活中越来越离不开网络，同时网络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形势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要实现其有效“引领”，就必须高度重视网络这一平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是建立在相互交流对话，以理服人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这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充分发挥网络在信息交流中的优势，是提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引领的客观要求。通过网络实现领导与群众以及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
交流对话，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辐射力和

 



感染力。胡锦涛总书记今年在网络上与网民亲切交流，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和人们的广泛欢
迎，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引领”作用作了榜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其中青少年是重点。根据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08年7月24日发布的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
网民的主体仍旧是30岁及以下的年轻群体，这一网民群体占到中国网民的68.6%，超过网民总数的
2/3。而24岁以下的网民占中国网民总数的49.9%。从网民中的人数结构中不难看出，青年人是网民的
主力军，上网已成为青年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原因，网络交互性、即时性、虚拟性等特征
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网络为重要平台，能够极大地增强其在青少
年中的影响。  

  第三，把握当代中国人的心态和需求，通过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化解人们的心理矛盾、理顺人
际关系。价值的接受和认同，需要理性的思考，同时也需要情感的支持，建立在健康心态基础之上
的、积极的情感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有效性的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
展，将中国的经济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重功利、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的
心态浮躁。利益的分化、贫富的差异，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心态
上，影响到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针对人们思想心
理的新特点，积极做好“引领”工作。例如，在各种人际关系的矛盾中，不少是由心理矛盾所引发
的。这就需要通过心理疏导来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人的心理和情感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心
理疏导就是运用这些规律的过程。尽管心理学的发展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但如何将心理学的知识运
用到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工作中去，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深入探索和研究。  

  通过人文关怀，即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
力，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从心底里热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不仅要旗帜鲜明地高扬
“以人为本”的旗帜，更要扎扎实实地予以落实。随着“以人为本”在实际生活中的贯彻落实，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不仅在理 性上，而且同时在情感上被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其“引

领”作用也必将更加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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