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堂教学设计之四：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授课主题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应章节 第四章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授课类型 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   地点 多媒体课室 

教学内容分析 

1、需掌握的知识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2、教学要点：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 

教学目标 

1、能力目标：能够通过学习，使自己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价值

观上有更深地认识，碰到生活、学习中的问题有更多的理性把握。 

2、知识目标：通过教学让学生理解认识、理解价值观、核心价值观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和科学内涵。 

3、素质目标：通过学习形成自己科学的核心价值观追求和信仰，认

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扣好人生的纽

扣。 

教学重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教学难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精神指引； 

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学方法 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分散讨论与教师总结相结合、案例启发 

教具仪器 教材、教案、课件等 

教学设计 导入新课、新课内容、知识拓展、作业布置 

学情分析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学生在高中政治或在日常生活中

都有接触到，但是对于其内涵等理解不深刻，针对学生已掌握的知识和

特点，根据学生自身实际，教会他们进行合理选择，给学生一定的空间，

给学生自主选择的机会，并精心辅导；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强

求统一标准答案，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使学生能从更深

一层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及其他理论知识点。 



教学过程设计 

（2学时  90分钟） 

   【案例导入】潸然泪下的戈尔巴乔夫 

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73周年，莫斯科红场上接受简约的俄罗斯士兵无疑是最靓丽

的风景线。对于舆论来讲，从苏联到俄罗斯年年举行阅兵式的举动，都已经审美疲劳

了，引不起太多关注。但唯独今年的阅兵式，出现了一个受人瞩目的看点，那便是戈

尔巴乔夫在阅兵式上的掩面痛哭。作为苏联的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

总统普京就坐，见阅兵场上军旗猎猎，眼见着国家在普京手上力挽狂澜，他为什么会

哭？是心酸？是无奈？ 

面对军场上的俄罗斯士兵，很有当年苏军的气势，戈尔巴乔夫潸然落泪，普京

问：“因何哭泣”？想当年，那个冬天，在莫斯科的那场盛大的阅兵式在大雪中进行，

苏联军民在领袖斯大林检阅后，告别妻儿，开赴前线，义不容辞的慷慨赴死，是何等

的壮观？那个冬天，莫斯科没有眼泪。但苏联解体后，曾经的超级大国，无声安静的

消失了，戈尔巴乔夫想必是对这个日益衰弱的帝国的伤感吧？毕竟触景生情，别无他

物。 

一、什么是核心价值观？为什么需要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什么是价值、怎样评判价值、如何创造价值等问题的根本观

点。 

价值取向与价值追求；价值尺度价值准则 

价值观是价值主体也就是作为现实存在的人，在对满足自身一定需要的价值客体

的深入考察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价值关系的系统性评价和科学性认识。 

（一）价值观的内容 

    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

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是光荣还是可耻的评价标

准。 

思考价值问题并形成一定的价值观，是人们使自己的认识和实践活动达到自觉的

重要标志。 

中西方价值观差异哲学基础不同： 



中国价值观主要来源于儒、释、道等基本哲学思想。 

西方价值观主要来源于人本主义、逻辑主义和理性主义等哲学思想。 

（二）为什么需要核心价值观？ 

有人说，价值观，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距离。 

还有人说，价值观其实就是：我愿意花三十多块钱买一杯星巴克，你愿意花三十

多块钱撸串儿；我愿意在 CBD工作，你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我愿意在城里买

房，你愿意在郊区买房；我喜欢出去旅游，你喜欢宅在家里。 

如果确实如此，我们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吗？ 

需要，那就是核心价值观因为： 

1、价值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从单一变成多元，并且产生

了尖锐的价值观冲突和矛盾。 

2、中西方价值冲突：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包装在文化产品中的西方价值观在

中国得到强势传播，造成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矛盾。 

    中西方核心价值观差异：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即集体主义、“和”精神、实事求

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评价标准上强调道德伦理，价值目标上追求精神的实

现。 

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即个体主义、主体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评价标准上强调契

约法治，价值目标上追求物质的实现。 

3、价值观念冲突：当今中国，传统和现代、先进与落后、本土与外来相互交织，

给人们的价值观念带来空前冲击。 

【例如】玉林狗肉节（民以食为天，万物皆备于我）与抵制玉林狗肉节（保护动物、

关爱生命）；杀人偿命（传统）与少杀慎杀（现代）。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

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 

所以，一个国家、民族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追求，这个共同的价值追求就是核心价

值观。 

    我国是一个有着 13亿多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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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普遍价值观到核心价值观是形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体现。因

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

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 

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呢？这就是今天要谈的重点内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新时代中国需要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培育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

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 

【金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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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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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背景 

设问：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课件展示：1.含义：①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理

念，也是一个社会必须长期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②社会主

义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最根本观点。 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那

些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居统治地位、起指导作用、从最深层次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

主义”或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这一根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价

值理念。 

讲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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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 

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李长春

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党的十八大会议上围绕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提出了“三个倡导”。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

https://baike.so.com/doc/1709052-1806877.html


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 24个字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大环境：应对经济全球化时代挑战的时代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内在规

律；经济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变的客观要求；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1、应对经济全球化时代挑战的时代选择 

一是世界政治格局的新变化：两极——一极——多极 

二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复杂化：经济危机——艰难复苏 

三是世界文化交流的激烈化：改革内涵的价值观之争 

2、经济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变的客观要求 

一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不可持续凸显； 

二是我国人口红利竞争优势逐步减弱； 

三是粗放式发展模式使生态环境付出了代价； 

四是不平衡发展战略使东西差距拉大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内在规律 

更加需要：突出社会治理；转变执政理念；突破制度藩篱；整合社会力量；引领发

展方向；彰显价值作用。 

4、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民族复兴是：经济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安康；文化走向世界；社会和谐有序；核心

价值凸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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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二）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精神指引 

1.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遵循。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十九大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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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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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so.com/doc/5581403-5794292.html


2.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要求。“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

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综

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争夺发

展制高点、道义制高点的关键所在。文化的力量，归根到底来自于凝结其中的核心价值

观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本质上是不同文化所代表的核心价值观的竞

争。 

三、坚定价值观自信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

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  ——习近平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底蕴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不可能凭空产生，总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底色和精神脉络。深深地根植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底蕴的集中体现。 

2、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

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弘扬起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

扬弃地予以继承。 

3、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

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

去。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基础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表达。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



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

的时代问题相适应。——习近平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彰显价值观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生动展示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机

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性、可信性

的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推进，将进一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出强大的生

命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义力量 

真理的力量加上道义的力量，才能行之久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先进性、人

民性和真实性而居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制高点，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 

先进性：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坚持和追求的核心价值理念。 

人民性：反映的最广大人民的价值诉求，引导着最广大人民为实现美好社会理想而

奋斗。 

真实性：具有成为真切、具体、广泛现实的制度前提和制度保障。 

思考：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 

（一）扣好人生的扣子 

大学生正处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知识体系搭建尚未完成，价值观塑造尚未成型，

情感心理尚未成熟，需要加以正确引导。大学生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

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倡导良好社

会风气。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大学生应当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核心价值观的养成，要坚持由易到难、由近及远，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使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 

（二）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下好落细、落小、落实的功夫。大学生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切实做到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

一言一行的基本遵循。 

作业与思考：有一个年轻人跋涉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到了一个渡口的时候，他已经

拥有了“健康”“美貌”“诚信”“机敏”“才学”“金钱”“荣誉”七个背囊。渡船

开出时风平浪静，说不清过了多久，风起浪涌，小船上下颠簸，险象环生。艄公说：“船

小负载重，客官须丢弃一个背囊方可安度难关。”看年轻人哪一个都不舍得丢，艄公又

说：“有弃有取，有失有得。”年轻人思索了一会儿，把“诚信”抛进了水里。 

                                                （2010 年高考作文题材料） 

思考：1、如果你是艄公，你怎么看待年轻人的取舍？ 

2、如果是这个年轻人，你会抛弃哪一个背囊？为什么？ 

小结：青年的价值取向，既关注着自己的健康成长成才，又决定这未来整个社会的

价值取向。青年大学生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历史底蕴。在全社

会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大学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教学反思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本课程 2018 年改版后新增加的内容，

为了达到更好教学目标，突出本章节的重点，突破难点，我主要采取了材料

分析的教学方法，再借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引入图片和视频把枯燥的理论

知识直观化，采用讨论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参与课堂，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思想品德课堂应具有生活性，在课堂上，我注重把教材内容生活化。   

   课堂上的不足之处是，因引入大量的材料，教学的内容有点紧张，今后

要注意合理分配课堂时间。另外，学生回答问题时大多是集体回答，出现滥

竽充数的现象，今后要适当增多个别提问，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增

强学生的成就感。 

作业 大学生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