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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柏才：在大学生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作者：徐柏才 阅读：173 次 时间：2007-6-11 来源：光明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

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共同构成

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在大学生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要处 理好多样性

与选择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关系。 

  一、在多样性与选择性的互动中实现价值认同  

  任何价值观念都根植于社会实践尤其是现实生活之中。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

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

和变化不仅在经济、政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也在大学生身上产生了一

系列影响。这些影响既有利于大学生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

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少数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

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

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特别是随着他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

样性、差异性的明显增强，在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上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表明，社会越是分化，就越需要社会整合。同一社会虽然可以有

多个层次和多元并存的思想价值体系，但国家层面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意识形态应

当是共同的、一元的。尤其是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问题上，更要从

指导思想的高度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层面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统领和引导，必须确立

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借以统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二、在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结合中夯实价值基石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宣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

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

发展的条件。”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使人摆脱剥削、压迫和

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而展开的，并把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视为

无产阶级和人类奋斗的价值理想和目标。理想具有扬弃现实、高于现实、超越现实的特

征，是感召、激励和鼓舞我们为之奋斗的力量源泉。同时人又是社会的存在物，人要在

社会中生活，就必须遵循社会组织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而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大学

生作为充满理想、活力和激情的群体，容易接受社会和谐必须共同遵守的价值目标和行

为规范，不易全面理解和谐社会就是通过对各种利益关系、社会矛盾的调整和处理来实

现社会和谐与融洽。事实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才能以科学发展观和公平正义的原则去解决市场经济带来的矛盾，才能以对

人类未来文明和后人负责的态度去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才能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要

求去解决人的生活方式中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矛盾，更好地形成社会的文明道德风

尚，同心协力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社会的主流价值，提供了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不但强调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且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求同存异、团结友爱、和睦相

处，具有弘扬正气、凝聚人心，沟通感情、增进融合等功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教育大学生，就能够引导他们实现胡锦涛总书记在致给“纪念五四青年节80周年”的信

中所提出来的，使广大青年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

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的要求，就

能够坚定他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

和政府的信任，促进整个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三、在社会性与个体性的联结中促进价值实现  

  毫无疑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以人为本”的思想

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具有极大的超越性。马克思从人的解放意义出发追求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传承了自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人文主义精神。同时，

“以人为本”思想又蕴涵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当代

中国人文意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历

史互动过程。从本质上考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超越性并不由于任何外在制度因

素限制而被磨灭被消解，恰恰会随着制度历史的曲折发展一再反复被提上人类精神生活

的议事日程，并逐渐被人们所理解所接受而成为人类进步的根本精神动力。在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的和谐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的和谐

发展，首先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并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就不可能

有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人的全面发展也只有在和谐发展的社会中才能实现。  

  在我们传统的教育观念和人才观念中，强调集体的价值，个人对集体并不具有优先

存在的地位。这种强调社会整体价值的传统有其积极合理的因素。但是，如果以片面强

调社会性来否定个体的价值，社会就会变成压制人的社会。如果只谈集体而不谈个人,那
这样的集体也只是虚幻的集体,是不为个人所依托的集体;相反,如果只谈个人而不谈集体,
那这样的个人也只是孤独的个人,只是失去寄托的个人。前者是用集体淹没了个人,后者则

是用个人否定了集体,因而都不是合理的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和引导大学生成长

成才时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并在两者之间寻求和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突出强调的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从根本上体现了个

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即将个人利益和集体有机结合起来,承认集体和个人的价值主体和

利益主体地位,就是要把对大学生主体性的肯定和社会性原则统一起来，既要发挥学生主

体性，又要反对学生主体性的极度膨胀；既要大力提倡集体主义，又要反对忽视个人的

价值，这对于我们的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需要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处理好价值取向上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树立个人价值和

社会价值辩证统一的价值观，才能较好地解决目前一部分大学生中存在的集体主义和个

人主义的价值冲突,在两者的相互联结和统一中促进其价值实现。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

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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