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4 讲           第       周          2  学时 

教学标题：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教学地点：多媒体教室 

教学目标: 通过学习本章内容，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充分认识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深刻理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 

教学重点: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及重大意义；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 

教学难点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大意义 

教学方法 

案例，讨论，视频，讲授 

教学材料及工具 

多媒体、ＰＰＴ、视频、图片 

主要教学内容及过程 

学生展示：时事 5 分钟 

课程导入：（图片展示“中西疫情防控情况”）疫情之下，我们与他们何以如此不同？ 

学生交流，简述观点。 

教师点评：我们之所以如此不同，是因为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有同舟共济、民生为本、

舍生取义、与人为善的共同的价值观！ 

第四章 明确价值要求 践行价值准则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

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

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大学生要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和科学内涵，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成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积极、最活

跃、最充分的青年先进代表。 

第十四讲 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涵 

（一）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 

1、价值观是主体对客体有无价值、价值大小的立场和态度，是对价值及其相关内容的

基本观点和看法。 

通俗地说，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的意义和价值的反映与判断，是人们关于应该做什么和

不应该做什么的基本观点， 是区分好与坏、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等的总观念。价值观

在人们的观念体系中并不是孤立的，它与世界观、人生观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价值观对人的具体行为起着规范和导向作用， 价值观不同的人，行为

取向也会不同，甚至可能截然相反。 

价值观反映着特定的时代精神。“随着每一次社会秩序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

观念也会发生变革。”人们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是具体的、现实的，是属于一定时代的，

反映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观总是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回应着特殊的时代性问

题，表现着一定时代人们的需要和利益诉求，反映着特定的时代精神。有什么性质的社会存

在，就会有什么性质和内容的价值观。抽象的、超历史的、一成不变的价值观是不存在的。 

价值观体现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

具有该民族特色的价值观，并通过历史的积淀和升华， 使之成为该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和

灵魂。价值观的民族性体现着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气质。 

价值观蕴含着特定的阶级立场。不同阶级由于其阶级地位和经济利益不同有着不同的价

值观。在阶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都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



益辩护。被统治阶级也有其自身的价值观，当被统治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其价值观既体现

为 

案例：“眯眯眼”走秀 

思考：这个案例说明了什么？ 

小结：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

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 

2、核心价值观是一定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的集中体现，在一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体系中

处于主导地位，体现着社会制度的阶级属性、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能否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

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含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2、提出：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灵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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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髓】 

社会主义荣辱观【基础】 

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三

届人大一次会议把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式写入宪法。 

3、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两者是紧密联系、互为依存、相辅相成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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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内核，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

和基本特征，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内在的

一致性，都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

质的规定性，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价值

引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是要弘扬共同理想、凝聚

精神力量、引领道德风尚，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使我们的国家、民

族、人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强起来，更好地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自主学习，思考问题 

内 容：（P103-112） 

问 题：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要求分别是什么？ 

视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画解读 

（一）国家层面的要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的重大问题，揭示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

从国家层面标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刻度。 

毛泽东 1955 年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

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

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 

拓展：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

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 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华文



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二）社会层面的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重大问题，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

契合，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 

讨论交流：为什么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平等？ 

教师点评： 

存在剥削制度与剥削阶级的社会中，平等不可能真正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社会分配

不公的制度根源，必然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公

有制代替私有制，剥削不复存在，人民才有真正实现平等的可能。 

（三）个人层面的要求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回答了我们要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涵盖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等各个方面，是每个公民都应遵守的道德规范。 

请列举新时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楷模事迹 

视频：黄大年-新时代爱国楷模 

视频：余康颖-跪地救人 

案例：2020 年疫情爆发后，有 4.2 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其中有 1.2 万多名是“90

后”，相当一部分还是“95 后”，甚至“00 后”。 

思考：从这些青年人的身上，你看到了哪些可贵的品质? 

点评： 

青年一代“堪当大任”！充分彰显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 

想一想： 

为什么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有效整合我国社会意识、凝聚社会价值共识、解决

和化解社会矛盾、聚合磅礴之力的重大举措，是保证我国经济社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支撑，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精神指引。 

1、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遵循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根本价值导向。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都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价值观

也更加先进、完善，更加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个性自由的价值观

为突破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孕育资本主义提供了价值引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

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使资本主义价值观具有了更加广泛的世界影响。马克思主义

提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真正实现人人平等的公平正义的社

会，更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先进、最广泛的价值追求。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性、

感召力之所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根本价值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它既需要不断完善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制度，也需要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在精神和价

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性；既需要为人们描绘未来社会物质生活方面的目标，也需要为人们指出

未来社会精神价值的归宿。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到底追求什么、反对什么，要朝着什么方向走、不能朝什么方向走，坚守我们的价值观

立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社会的有序

运行、良性发展提供明确价值准则，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铸魂工程。 

（二）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要求 

案例展示： 

电影《长津湖》 

思考：史诗战争电影《长津湖》上映 10 天，票房就破 40 亿。为什么？ 

点评：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该片的灵魂是爱国。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 

思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为什么能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 

（1）有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展示社会主义中国

的良好形象； 

（2）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竞争力，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逐步打破西

方的话语垄断、舆论垄断，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意识形态安全。 

观看视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被写入联合国决议？ 

（三）是增进社会团结和谐的最大公约数 

视频：六尺巷 

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只有建立共同的价值目标，一个国家和民族才会有赖以维系的精

神纽带，才会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才会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

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期，思想领域日趋多元、多样、多变，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各种观念

相互碰撞，不同价值取向并存，所有这些表现出来的是具体利益、观念观点之争，但折射出

来的是价值观的分歧。我国是一个有着 14 亿多人口、56 个民族的大国， 确立反映全国各

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

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在具体利益矛盾、各种思

想差异之上最广泛地形成价值共识，有效引领整合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想意识，有效避免利益

格局调整可能带来的思想对立和混乱，形成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思 考： 

结合所学专业，说说大学生应该怎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小结： 

修身养性，锤炼个人品德 

认真学习，增强医护本领 

注重实践，落细落小落实 

课堂小结： 

 

 

任务布置： 

思  考：大学期间你想参加哪些志愿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