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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媒文化建设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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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传媒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这种改变不仅是渠道的改变，也
是工具的改变，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核心内容。充分利用好新传媒工具，

特别是发现新传媒工具中特定因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的有机联系，加强实证研究，

用数字说话，从而培育优质、先进和可持续发展的校园新传媒文化，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对高校学生的浸润，达到 “新传媒文化来搭台、核心价值观做主导、实践教育有成效”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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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竞，等：新传媒文化建设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是党委领导，
行政辅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单位实施具体工

作，组织部、宣传部、学生处和团委等二级单位

从旁协助［１］。课程教学以课堂灌输为主，是老师

向学生的单向知识传输，也便于管理学生。讲授

内容相对固定，教师是权威，处于主导地位，学

生则是相对被动的受众。但是，随着新传媒时代

的到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

战。首先，新传媒的载体是多样化的，不宜控制

与管理；其次，新传媒所传播的信息流传速度快，

信息量大，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是巨大的；最后，

在新传媒时代，没有信息权威，更多的是 “自媒

体时代”自我权威的崇拜和获取消息多元化以及

无选择性的表现。新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领域

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面临着挑战，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度加大。

如何利用好新传媒的各种载体和工具，实现

由传统灌输式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向新传媒时代多

元渠道的教育方式转变，通过管理和干预，让学

生能更清楚地分析、辨别理论的真伪，确立马克

思主义信仰，已成为高校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加强新传媒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具体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

特别是定量研究，有利于充分利用新传媒工具，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实践教育的目标。

　　一、研究的现实意义与既有研究

状况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２］。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

值共识做出的重要论断［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仅是一种人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是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是实

现高校培养社会主义人才，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

重要途径。

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

特别结合校园文化建设，运用新传媒工具来实现

教育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近年

来，西方国家把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新传媒介

质作为主要渠道，加紧对我国进行文化和价值观

念的渗透，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愈发严峻。利用新

传媒工具，结合各高校自身的特点，打造各具特

色的校园新传媒文化，在其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大学生的

思想政治教育，做到 “润物细无声”。其次，大

学生作为使用新传媒的主力军，他们接受新生事

物的能力和兴趣都极为强烈，也有一定的知识储

备与人文素养，他们对于平等交流和自由言论的

渴求相较于一般群体更加强烈。利用新传媒进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利于发掘大学生的

创新能力，用更为贴近他们的方式来教育他们，

也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部门创新工作方法和

手段。

对于校园新传媒文化建设和大学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

方面：第一，探讨两者之间关系。一部分学者认

为，新传媒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既有积极影响也

有消极影响，因此，两者之间可以说是相互作

用，但新传媒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较

大，在实际操作中，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面

影响，促进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

成良好的校园文化［４］。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新传

媒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起到的是积

极作用，且这一作用的方向是单向的，同时，还

有一些次要因素也影响着教育的效果，需要采用

“四位一体”的实践教育路径才能提高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５］。第二，利用

新传媒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途径。

这一类研究成果更注重实用性，主张利用新传媒

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建设，注重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点滴积累，将其融入高校教学和校园文

化建设之中。提议加快高校网络平台建设，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显性宣传与隐性宣传相

结合［６］。

　　二、实证研究的基本情况与数据

调查结果

　　２０１５年３至８月，笔者所在的河北省高等学
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实践教育创新研究中心”，就 “校园新传媒文

化建设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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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专题调研。选取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大学、

燕山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河北

师范大学、河北医科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河北

科技大学、河北工程大学、河北地质大学、中央

司法警官学院、河北金融学院、河北科技师范学

院、张家口北方学院、保定职业技术学院、中国

地质大学长城学院、华北电力大学和北京林业大

学共１９所高校作为样本，共发放问卷５４００份，回
收有效问卷５１６２份，有效率９５６％。

（一）大学生使用新传媒的基本情况

第一，新传媒传播方式已经超越传统媒体，

且易于携带的信息载体工具 （如手机）更受青睐。

经过调查，１％ 的学生选择报纸杂志作为接触或使
用较多的传媒介质，１％的选择广播，１％选择电
视，有高达７４％的选择手机，７％选择电脑，另有
１６％的学生选择了其他方式 （经过访谈，这一部

分学生主要是通过掌上电脑等便携式电子产品来

获取信息，实质上与手机同属于易于携带的信息

载体工具）。

第二，不论传统媒体或新传媒，大学生对于

信息的选择表现出一定的理性，但判断标准不明

确。被调查者中，对各种媒介 （包括电视、报纸、

网络等）所传播信息的态度，选择全盘接受的占

３％，先判断再接受的为８７％，不接受，有自己看
法的占４％，无所谓的占到６％。从这一结果来看，
大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受众，在信息的接受

和选择上有一定的理性，不会盲目相信外界传播

的消息，一般都会依据某些标准来进行判断，然

后决定对信息是否接受或修正接受。但是，后期

访谈表明，大学生的判断标准差别性很大，个体

差异性明显，需要学校进行正面引导。

第三，大学生对于通过新传媒获取信息的需

求量巨大，新传媒文化的平台潜力有待挖掘。通

过对大学生每个月使用手机上网流量的调查，１６％
的学生每月使用 ３０Ｍ以内流量，１５％为 ３１Ｍ至
１００Ｍ，４１％使用 １０１Ｍ至 ５００Ｍ，２８％需要 ５０１Ｍ
以上的流量，后两者相加的比例高达６９％。在座
谈会中发现，部分学生每月可使用２Ｇ以上流量。
由此可见，大学生通过新传媒获取的信息量巨大，

但如何更好地通过这一平台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实践教育，其潜力还有待挖掘。

第四，大学生的信息接收者主体意识强烈，但

自我感觉与实际情况存在差距。经过调查，大学生

在信息交互过程中，普遍认为自己处于主体接收地

位，且能够做到 “收而不受”，不被消极因素影响。

４０％的学生认为自己能按自我偏好有选择地接受信
息，筛选程度很高；４６％认为自己能辨别，但选择
范围外的信息也能接受；１４％觉得随意接受信息，
但能分辨是非利弊；没有人选择 “来者不拒，不在

意信息属性”这一项。前三个选项所占比例为

１００％，即所有调查者都认为自己是有辨别能力的，
在信息交互过程中处于主导者地位。但从后期进行

的个人访谈和座谈会来看，对于辨别的标准是什么？

选择的具体偏好是什么？学生并不能说清楚，比较

模糊，表明自我感觉与实际情况有差距。

第五，新传媒工具的使用同时呈现出多样化

和优势化的特点，管理和引导的难度在增大。通

过问卷调查数据所建立的样本来分析，在选择喜

欢使用何种新传媒工具的问题上，大学生的答案

呈现多样化，同时，ＱＱ等工具显示出明显的优
势，具体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新传媒工具的使用

工具 （可多选） 人数 比例

博客 ２０６ ４％

微博 ２５２９ ４９％

ＱＱ ４６４６ ９０％

微信 ２９９４ ５８％

论坛 ３６１ ７％

贴吧 ９８１ １９％

播客 ５２ １％

ＭＳＮ ０ ０％

网站 １０３２ ２０％

其他 ５６８ １１％

　　通过数据比较，可以发现，ＱＱ的使用比例最
高，其次是微信、微博、网站、贴吧等。高效、

绿色和便捷的新传媒工具更受到青睐，高校应当

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充分利用和管理好

新传媒工具。

第六，新传媒的主要功能还是娱乐，但已经

开始出现多元选择与功能齐全的一体化趋势。对

于大学生使用新传媒的目的，从统计结果来看，

休闲娱乐占了很大比例，但由于目的选择是多项，

并不具有排他性。所以，从其他选项来看，新传

媒体现出了很强的多元选择，且功能齐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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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不同的需求，具体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使用新传媒的主要目的

目的 （可多选） 人数 比例

读新闻 ３０９７ ６０％

学习 ２４７８ ４８％

休闲娱乐 ４６９７ ９１％

购物 ２８３９ ５５％

社交沟通 ３６６５ ７１％

其他 １５５ ３％

　　 （二）校园新传媒文化建设的基本情况

在校园新传媒文化建设方面，大学生已经成

为新传媒发展的助推器和主要使用群体，他们既

是新传媒文化的主要受众，又是传播主体，也是

重要渠道，高校校园新传媒文化的建设必须基于

这一实际情况。因此，面对这一特点，对于高校

校园新传媒文化建设，要采取积极态度，不能够

放弃这一阵地，任其发展。在应对策略上，也需

要更多的 “疏通”，而不是 “堵塞”。

首先，大学生对于校园新传媒文化建设的主

体责任意识较强，但缺乏引导，没有方向。通过

调查发现，在问及 “是否会通过新传媒对相关热

点信息发表个人评论或转发”时，４３％选择
“会”，２８％选择 “不会”，２９％选择 “不确定”；

而在选择 “会”的调查者中，８４％选择先冷静思
考后再决定是否评论或转发，６％选择随手评论或
转发，１０％选择无所谓。这说明大学生对信息使用
的责任意识比较强烈，具有文化建设的主体观念。

但是，在调查学生对本校官方通过新传媒发布消

息的信任度时，出现了背离现象，一方面是高达

７８％的学生表示信任，一方面则是个人访谈和座谈
会中表现出的有选择相信和部分怀疑的态度，这

也反映出学生矛盾的心理，其原因有待研究人员

进一步探究。

其次，高校与学生在校园新传媒文化建设上

沟通不畅，各说各话，没有建立有机联系。在

“你是否了解学校的官方论坛、播客、微博或微

信”这一问题上，３３％的学生选择了解，２８％选
择不了解，还有 ３９％选择了不清楚，没有关注
过。同样，在问及是否有师生交流的新传媒工具

时，８４％选择有，８％选择没有，另有８％选择不
清楚，没有关注。可见，高校基本具备引导学生

的新传媒渠道，特别是教师作为具体的交流个

体，优势明显。这一数据也暴露出高校虽然都建

设了新传媒的平台，但由于宣传不够和沟通不

畅，使得学生对其并不了解，形成了各说各话的

现象。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的基本

情况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方面，高校

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多为理论教

育，实践教育也多半为参观访问红色革命老区、

历史博物馆、文化艺术馆等参与程度低的形式。

近些年来，一些高校开始探索实践教育手段的多

样化和现代化，特别是新传媒出现后，利用这一

现代传播媒介作为载体，激发学生的主动性、积

极性，提高参与度，达到实践教育目的似乎成为

最佳选择。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 “现有框架机制”［７］所导致的部门职能分离，

不能不引起高校的注意。

首先，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手段

越来越多样化和现代化，但也出现了流于形式，不

重效果的现象。在调查中，就 “你是否了解你所在

学校的校园大 Ｖ”这一问题，１１％选择 “了解”，

３９％选择 “不了解”，５０％选择 “不清楚，没有关

注”；而在选择 “了解”的调查者中，５７％表示会
去关注学校公众平台、校园大Ｖ或师生的交流平台，
１３％不会去关注，３０％选择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大
Ｖ在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中所起到的
作用是示范性和精神性的，高校本来希望通过网络

平台这一新传媒手段来实现教育的目的，可是，从

调查结果看，高达８９％的学生对此不了解或不清
楚，没有关注过，这就没有达到校园大Ｖ所应有的
效果，丧失了其本身的价值和存在意义。这一结果

也表现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过于看

重形式，却没有注重实际效果的弊病。

其次，一些高校开始探索通过新传媒进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并收到了一定成效，

但在内容和模式创新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３５％的学生在调查中表示其价值观认知主要来源是
通过课堂教学获得，２３％认为是通过实践活动，
２４％选择了通过各类传媒信息，还有１８％选择了
口耳相传。传媒信息渠道超越实践活动，成为第

二大来源，结合座谈会和个人访谈，在各类传媒

介质中，新传媒是主要来源。这说明以新传媒作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媒介起到了一定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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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对于自己所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

交流形式，７２％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课堂互动，６％
认为是组织活动，１２％是网络或手机媒介，还有
１０％选择其他。由此可见，在思想政治课的互动交
流中，虽然新传媒已经成为第二大形式，但与处

于第一位的 “课堂互动”还有巨大差距，高校需

要继续推动教学内容和模式的创新。

　　三、实证研究方法的说明与数据

分析

（一）研究方法的说明

利克特量表，又称李克特量表，是由美国社

会心理学家利克特（Ｒ．Ａ．Ｌｉｋｅｒｔ）于１９３２年在原有
其他量表形式的基础上改进而成［８］。利克特量表

一般由一组陈述组成，每一陈述有五个维度，从

“非常满意”到 “非常不满意”，分别赋予等差数

列的不同分数，每个调查者的态度总分就是他对

各个问题回答所得分数的总和，这一总分可以说

明他态度的强弱，从而用量化的方式来衡量某一

问题［９］。为表达简便，下文论述中，将所有利克

特量表的测量和选择过程用函数关系 ｙＮ＝ｆＮ （ｘ）
……Ｎ表示，其中，ｙ表示量表测量结果，ｆ表示
测量与选择的过程，ｘ是待测算的关系，Ｎ是量表
的名称序号。

对于校园新传媒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实践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课题组在调查问

卷上设计了一个问题和三个利克特量表。问题是：

“你所在高校校园媒体上发布的主要消息为？”这

一问题主要探究新传媒是否是校园文化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充分条件，后续的三个利克

特量表则测试是否为必要条件，通过统计得知，

５１％的大学生选择了校园时政新闻，２１％选择了教
学与讲座信息，１８％认为是社团活动，只有１０％
选择思想政治与道德宣传，校园时政新闻和思想

政治、道德宣传合计６１％。这一结果表明新传媒
已经成为校园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

充分条件，并发挥了主载体作用。

（二）研究数据的分析

利克特量表 Ａ的五个维度分别赋予 ２分、１
分、０分、 －１分、 －２分。为便于研究，现仅从
选择比例来计算得分，即选取所占比例最高的一

项来记分，下文中的利克特量表 Ｂ和 Ｃ也按照此
标准计算得分。以下三个量表的表达方程式分别为

ｙＡ＝ｆＡ （ｘ） ①
ｙＢ＝ｆＢ （ｘ） ②
ｙＣ＝ｆＣ （ｘ） ③

均采用五分量表。由于所有数据只用于测量态度，

是一种简单的线性测量，不涉及计算方差和统计

学其他方法，所以，下文的数据均是取中位数后

的概数。这样做，一方面是利克特量表本身不太

适用ＳＰＳＳ等复杂计算软件或方程建模，另一方面
则是课题研究的目的并非建立模型，而是调查态

度，将文字表述简单数字化，从而便于理解。通

过研究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

首先，新传媒已经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主要传播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

教育必须以其作为自身建设的工具。

利克特量表 Ａ主要调查新传媒文化的影响程
度，具体情况如表３所示。

表３　利克特量表Ａ（ｙＡ＝ｆＡ（ｘ）……①）

提问项目 非常同意 同意 不一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１．我现在的生活离不开新传媒 ５３％ ３９％ ６％ ２％ ０％

２．我身边大部分的人都使用新传媒 ６０％ ３５％ ３％ １％ １％

３．我的衣食住行都和新传媒有关系 ３２％ ４２％ ２４％ ２％ ０％

４．新传媒已经成为校园的主要传播媒介 ２７％ ４８％ １４％ １０％ １％

５．新传媒不仅是工具，更是一种文化 ４３％ ４５％ １０％ ２％ ０％

　　问题１至问题５的得分，分别为２分、２分、
１分、１分、１分，累计得分为７分，比较分数极
值 （全部为最高得分之和或全部为最低得分之和）

１０分和－１０分，用公式表明为 ｙＡ＝ｆＡ（ｘ）＝７。不

难发现，公式①说明，新传媒文化对被调查者的
影响程度很深，已经到达依赖的地步。因此，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必须以此作为工具，

甚至是主要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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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需要坚

持主渠道传授，即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为

主，以课外实践、自主学习和新传媒传播为辅，

主次分明、多管齐下、形成合力。

利克特量表Ｂ主要调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
践教育载体的分布情况，具体统计数据如表４所示。

表４　利克特量表Ｂ（ｙＢ＝ｆＢ（ｘ）……②）

提问项目 非常同意 同意 不一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１．我没太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８％ ３４％ ２７％ ３０％ １％

２．核心价值观应该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传授 ７％ ２４％ ４５％ ２０％ ４％

３．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用新传媒做辅助工具 ２１％ ７０％ ７％ １％ １％

４．新传媒会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魅力 ２１％ ６５％ １３％ １％ ０％

５．新传媒可以发挥积极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 １９％ ５９％ ２１％ １％ ０％

　　问题１至问题５的得分，分别为１分、０分、
１分、１分、１分，累计得分为４分，比较分数极
值１０分和－１０分，即ｙＢ＝ｆＢ（ｘ）＝４。公式②的数
据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载体分布

极不均衡。结合课题组调查后期的个人访谈和问

卷回访情况，可以发现，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

学仍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的主要渠

道，大部分调查者也认为这一形式是符合当前教

学和知识传播特点的。新传媒还不能取代传统教

学，现阶段，它只是载体，还不是渠道，今后需

要实现 “各项教育内容及方法的融合”［１０］。

最后，校园新传媒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还有待

进一步明确，对这一文化形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实践教育的互动过程还需加强研究，发掘内

在机理，从而更好地为教育服务。

利克特量表 Ｃ主要调查大学生对校园新传媒
文化概念和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关

系的理解，也是五个维度，从 “影响巨大”一直

到 “没有影响”，具体情况如表５所示。

表５　利克特量表Ｃ（ｙＣ＝ｆＣ（ｘ）……③）

新传媒

影响作用方面

影响

巨大

有所

影响
不知道

影响

一般

没有

影响

１．是非辨别力 １５％ ７０％ ５％ １０％ ０％

２．政治素养 １３％ ６１％ ６％ １７％ ３％

３．道德修养 １７％ ６３％ ５％ １２％ ３％

４．价值观 １８％ ６１％ ９％ １１％ １％

５．对社会的信任 １９％ ５８％ ６％ １４％ ３％

６．对他人的信任 １５％ ５５％ ９％ ２１％ １％

７．自我满足感 １２％ ５１％ １０％ ２１％ ６％

８．精神空虚感 １４％ ４４％ １２％ ２１％ ９％

　　问题１至问题８的得分，分别为１分、１分、
１分、１分、１分、１分、１分、１分，累计得分为
８分，比较分数极值１６分和 －１６分，这一得分恰
好在及格线，结合利克特量表 Ｃ中的问题，有一
半问题的次多选项是 －１分 （第２、６、７、８题），
即ｙＣ＝ｆＣ（ｘ）＝８。公式③显示出当代大学生对校
园新传媒文化概念，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

践教育关系的理解并不十分清晰。造成这一现象

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社会定位的模糊，也有学

生自身理解能力的差异，但更多还是由于对校园

新传媒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界定的不足，概念不明

确，也缺乏对这一文化形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实践教育互动过程的研究。

四、基本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通过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结合座谈

会和个人访谈记录，经初步论证后，课题组得出

以下结论。

第一，高校学生基本了解、熟悉新传媒，并能

够熟练运用新传媒进行信息传播和自我意愿的表达，

新传媒文化在高校已经具备产生和发展的条件。

第二，高校校园新传媒文化传播的载体和工

具呈现多元化现象。大学生对其表现出接受性、

主体性和责任性较强的特征，并且有主观意愿，

愿意参与到学校相关的建设之中。

第三，学生希望能够接收到高质量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高校自身也都十分重视

这一工作，并投入了大量精力，也收到了一定的

效果，但教学渠道相对匮乏。通过对以上三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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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课题组认为高校当前新传媒文化建设和核

心价值观实践教育已取得的成绩主要为：主体和

主题认识到位、形式丰富多彩、管理到位、载体

运用恰当合适。但也存在着缺点与不足，即为：

引导不足、引领不够、主流正能量传播效果弱、

学生期待与实际情况有差距。而后者正是高校下

一步工作改进的关键所在。

（二）建议

根据本研究以及国内的相关研究，对新传媒

文化建设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

出以下三点建议。

首先，高校应当充分重视校园新传媒文化建

设。以学生为主体，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

想其所想，知其所知，通过管理和引导的方式促

进校园新传媒文化良性发展。

高校对于校园新传媒文化建设要有清醒的认

识，重视其作用，以学生为建设主体，自身定位

为管理者和引导者，要使社会主义主流价值在新

传媒中占据主导地位。高校对新传媒的管理和控

制主要体现在引领力上，要对新传媒进行引导，

积极倡导正面舆论，弘扬校园和社会正能量，消

灭网络谣言和负能量。管理和引导，既要注重防

范越线行为，也要注意保护言论自由，只要是在

法律保护之内的言论，我们都要积极维护公民的

言论自由权利，而不要大搞 “一言堂”，重蹈传统

媒体宣传低效的覆辙。不让人讲话，或是掩耳盗

铃，自我感觉良好都是错误的，应当加强与学生

的沟通和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学会换位思考。

高校对于新传媒的管控，要做到分级负责，

积极应对。在每个基层单位任命专人负责网络舆

情和高校学生思想状态监控，及时向上级相关组

织汇报情况，对于重大情况和事项做到公布、公

开、公示，不给谣言传播制造任何机会。在新传

媒媒介上，高校相关组织要积极应对，不能简单

屏蔽了事。建立学校的 ＢＢＳ论坛、官方微博、互
动社区等，将学校重大情况在上面通报，对于社

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新闻等及时进行分析和引

导。建设网上 “师生之家”，及时发布学校的重要

文件、方针、政策，分析相关情况，解答学生的

疑问，疏导负面情绪，帮助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人生观和世界观。

其次，高校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

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结合政治

理论课课堂教学、课外实践等形式，发挥基层组

织作用，以小见大，做到润物细无声。

高校应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作

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提

高重视程度，以政治工作全局观来看待这项教育

任务，丰富教学形式，完善教学内容。高校要以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为主，将核心价值观理

念贯彻到 “基础”、“原理”、“纲要”和 “概论”

四门政治理论课中。发挥 “形势与政策”课程灵

活、时效的特点，结合各类课外实践活动，做到

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 “入脑”、“入心”，对学生起

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需要完备的组织

建设予以保障。新传媒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所遇到的困难，一方面是由于大量新传媒媒介涌现

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基层组织建设涣散，

凝聚力不强所导致。许多高校基层组织长时间没有

组织生活，成员也不进行思想汇报和交流，“学生俱

乐部”、“师生之家”形同虚设。对组织建设的忽视

直接导致了大学生思想建设的落后，从而让颓废、

堕落的思想和享乐主义钻了空子。加强高校基层组

织建设，提高它们作为战斗堡垒的能力，以各级党

组织、学生团体、活动小组为单位，连接起每一位

在校学生，做到实践教育生活化、细致化、定制化，

实现以小见大，润物细无声的教育目的。

最后，高校可以通过综合治理的办法来实现校

园新传媒文化建设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

践教育相互促进、共同进步与协同发展的目标。

高校仅仅完善新传媒管理和组织建设还不能够

实现校园新传媒文化建设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实践教育相互促进、共同进步与协同发展的目

标。综合治理就是要在落实前两项的基础上，由高

校党委和行政成立专门的相关机构来负责这一任务，

建立长效机制，常抓不懈。综合治理的管理机构应

由校级领导负责，由高校党委、校办、宣传部、学

生处、学生会和电教中心等相关部门组成联动机制，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处理问题。

联席会议内部设立校园新传媒文化建设协调

小组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协调

小组，两个小组成员可以重复，人数不宜过多，

但一定要覆盖主要的文教宣传部门负责人。联席

会议应当制定 “校园新传媒文化建设与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与协同发展的远景规划”，并根据该规划分步制定

实施标准和阶段性任务，交由相关部门执行并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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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跟进督办。每隔一段时间，联席会议要就具体

落实情况召开会议总结经验和教训，调整工作进

度和计划，及时处理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巩固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１１］，在大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统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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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致力于营造一个合乎法律伦理的校园环境，在注

重硬件建设的同时也加强学校软件建设，摒弃官本

位文化，倡导民主平等，保持对大学自身存在意义

和价值的反思和坚守，从重大学校决策到具体的教

学科研管理以及学生的日常管理都充分尊重教师

和学生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制定科学合理的各项考

评规则并落到实处，当法治的点点滴滴就在学生身

边以看得见的方式成为其校园生活的一部分，法科

学生的法律伦理观念的成长也就具备了最现实的

土壤和最坚实的根基，有利于促进学生对法律的信

心、信仰以及伦理观念的养成。

注释：

① 参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编《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
程教学基本要求》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

② ２００７年３月，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在中
国人民大学举行全体委员会议，会上通过的法学学科核

心课程共１６门，其中包括原来的１４门核心课程，又新增
了两门（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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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２－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
ｃｎ／ｓ７８／Ａ０８／Ａ０８＿ｇｇｇｓ／ｓ８４６８／２０１２１２／ｔ２０１２１２１８＿１８１００６．ｈｔｍｌ．。

参考文献：

［１］　蔡辰梅，刘刚，赵长城．论高等教育发展的伦理之维

［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０（１１）：１０．
［２］　齐延平．论现代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Ｊ］．法律

科学，２００２（５）：１４．
［３］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Ｍ］．邓

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４０．
［４］　高平叔．蔡元培全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５］　朱立恒．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学教育工作的历史与沿革

［Ｊ］．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８（３）：３９．
［６］　鲁琴．我国法学教育的历史、现状与展望［Ｊ］．西南政

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４）：１１０．
［７］　张文显．中国法学教育概况［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６：７０．
［８］　何勤华．法律伦理学体系总论［Ｊ］．道德与文明，１９９３

（５）：４７．
［９］　张文显．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Ｍ］．北京：法律出版

社，２００４：１３９．
［１０］　孙鹏，胡建．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伦理塑造的失真与

回归［Ｊ］．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１）：５９．
［１１］　高兆明．制度伦理研究———一种宪政正义的理解

［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２８．
［１２］　喻玫，王小萍．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问题研究

［Ｊ］．河北法学，２００６（１２）：１９７．
［１３］　万勇华．我国法律伦理教育的现状及其对策分析

［Ｊ］．长春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４）：１９．

（责任编辑：赵惠君）

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