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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落实“立德树人”要求,引导全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对开放大学学生问卷调查,并对调查数

据运用列联表交叉分析和卡方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开放大学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基本认知和

认同,但对于法治的社会价值取向认知度不高;学生整体有正确的人生价值判断,但对于雷锋精神存在知

行不一的现象;网络和学校教育是不可替代的教育途径,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开放大学教育教学效

果不明显.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可为新时代成人大学生价值观的培育提供参考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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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意见»提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

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各领

域,落实到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各环节”[１].围绕“怎
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学界进行

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研究成果颇丰,论述视角也是多

种多样的.”[２]戴木才对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新的重要遵循,提出应将“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融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

中[３].彭建勇综述近五年“怎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研究,认为这些成果 “可以归纳为国家、
社会、个人及群众三个角度的论述和研究”[２]８７Ｇ９５.马

路等研究了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现状,提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
治理论课”“校园文化”以及“立德树人”等是高校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

势[４].任少伟分析全国８０所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创新范例,提出优化高校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５].对已有研究成果分析

发现,研究对象多为普通高校,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成人高等教育教学的研究不足;研究成果更

多地关注于理论层面,对于实证层面的研究还需进一

步加强.开放大学是一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
办学网络立体覆盖全国城乡,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并

重,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没有围墙的新型大学”[６],具
有开放性、手段的远程性、服务的过程性和广泛的合

作性等特点[７].“目前,注册学生３５９万人,其中本科

学生１０５万人,专科学生２５４万人.”[６]开放大学学生

数量众多、年龄层次跨度大、职业领域分布广泛,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开放大学教育教学,与“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８]的要求

相一致.本文通过对当前开放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的现状进行问卷调查,结合开放大学办学特

点和学生特点,提出融入对策建议,以期达到引导全

民积极践行的目的.
二、调查概况

课题组以国家开放大学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国

４５个分部中,抽取安徽、北京、江苏、江西、山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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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上海和浙江８个分部,作为样本来源,于２０１７年

５－９ 月,开 展 了 基 于 网 络 的 问 卷 调 查 (https://

sojump．com/jq/１４７７０３３４．aspx).
本次调查采用课题组编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开放大学教育教学现状问卷”,调查对象人口

学特征指标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政治面貌、生源地、
专业等.问卷主要包括三个部分:(１)认知认同情况.
主要是考查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理
解、内化、践行,以及人生价值观与价值追求;(２)教育

途径情况.主要考查学生了解、认知、认同确立、外化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途径及制约因素;
(３)教育成效情况.主要了解开放大学思政课教学、
网络教学模式等对开放大学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教育效果以及制约影响效果的主要因素.
根据问卷结构和相应题项,利用SPSS进行统计

分析.主要运用列联表交叉分析和卡方检验,揭示变

量间的相关程度、显著性水平,并深入分析数据所反

映的现象及其原因.

三、结果分析

学生通过网络共计提交１５５６份答卷,其中有效

答卷１１２７份,有效率为７２．４％.从性别来看男生占

４９．３％,女生占５０．７％.从年龄层次看,１８~３５岁的

学生是主体,占７８．２％,３６~５０岁的学生占２１．３％,

５０岁以上的占０．５％.从职业来源看,来自公务员的

占１．５％,国企职员的占１７．８％,合资企业职员的占

３．９％,农民占２．３％,事业单位职员的占１８．１％,私企

职员的占３１．３％,自由职业者的占１７．８％,其他的占

７．２％.从政治面貌看,中共党员占１２．５％,共青团员

占４２．１％,民主党派占０．１％,群众占４５．３％,见图１.

图１　调查对象的年龄、职业和政治面貌

从三个方面对统计结果进行呈现:
(一)认知认同情况

表１　认知认同与人口特征的频数占比

题项 频数占比

A１: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情况是? 不清楚１．５％;有所耳闻１５．７％;基本了解５７．１％;很了解２５．６％

A２:您能记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部内容吗? 记不住３３．５％;记得一部分２９．３％;记得全部３７．２％

A３:您判断人生价值的标准是?
说不清楚１０．７％;金钱的多少１．２％;社会地位的高低１．７％;事业是

否成功１１．７％;对社会贡献的大小７４．７％

A４:您对“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应有自身的核心价值

观,没有价值引领的社会发展必然是盲目和不科学的”

这句话的态度

不赞同１．９％;说不清楚２．３％;赞同３４．３％;非常赞同６１．５％

A５:“雷锋精神”在新时代是否有现实意义?
已不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１．２％;内心总是想向雷锋学习,但在事实面

前总是事与愿违２１．１％;理想化的人的道德水平,不现实６．７％;雷锋

精神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７１．０％

表２　认知认同与人口特征的列联系数

题项 省份 性别 年龄段 政治面貌 专业类别 是否学生干部 职业

A１ ０．１７７∗ ０．０９５∗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２∗∗∗ ０．０８３ ０．０６４ ０．２１０∗∗∗

A２ ０．１３５ ０．０２４ ０．１７８∗∗∗ ０．１３１∗∗ ０．１０８∗∗ ０．０４８ ０．１５５

A３ ０．１５３ ０．０７０ ０．０９５ ０．１３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６ ０．１６９

A４ ０．１９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２１∗∗ ０．１０１ ０．０８９ ０．０３３ ０．１７０∗

A５ ０．１７２∗ ０．１４１∗∗∗ ０．１７０∗∗∗ ０．０９６ ０．０８４ ０．０９４∗ ０．１５７

　　注:(１)题目编号等同表１;(２)∗ P＜０．０５,∗∗ P＜０．０１,∗∗∗ P＜０．００１.

８４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根据相关文献[９],联合表１~２显示:列联系数及

P 值显示,省份、性别、年龄、政治面貌、专业类别、是
否学生干部、职业等与“认知认同”存在显著相关,相
关联的题项数量分别为“省份”３项、“性别”３项、“年
龄”４项、“政治面貌”２项、“专业类别”１项、“是否学

生干部”１项、“职业”２项.结合多选题调查结果表

明:(１)开放大学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体了

解,但对于具体内容了解不全面,其中 “和谐”“民主”
“富强”“自由”被学生记住的占比相对较高,分别占

５７．４％、５７．１％、５６．４％和５５．４％,能记住“法治”的学

生最少,只有３７．４％,其他能被学生记住的占比在

４９．６％~５４．８％之间,这说明开放大学学生对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认知度有待提高,尤其要提升

对社会法治的核心价值取向的认知认同.表２显示,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程度”,与职业、省份、

政治面貌、年龄、性别等人口特征变量存在显著相关,
但列联系数均在０．３以下,为弱相关.其中与职业的

列联系数为０．２１０,公务员比其他职业的学生群体更

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２)开放大学学生基本具

有正确的人生价值判断标准,对于“价值观引领国家

社会发展”持赞同态度.“将对社会贡献和事业成功

作为 人 生 价 值 的 判 断 标 准”的 学 生 数 占 比 达 到

８６．４％.(３)开放大学学生基本认为雷锋精神在当今

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２１．１％的学生对雷锋精神知

行不一,在对“雷锋精神”的认同水平方面,不同省份、
性别、年龄以及是否为学生干部,存在显著相关,但列

联系数均在０．３以下,为弱相关,从而也说明在当代

弘扬和践行雷锋精神的重要性.
(二)教育途径情况

表３　教育途径与人口特征的频数占比

题项 频数占比

B１:您认为加强开放教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必要性? 没必要０．８％;有必要３５．７％;非常有必要６３．５％

B２:您在开放大学学习中,思政课教师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吗?
完全 没 有 ０．３％;几 乎 没 有 ２．０％;有,但 很 少

２０．９％;有,很多７６．８％

B３:您在开放大学学习中,专业课教师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吗? 完全没有１．６％;有,但很少１７．６％;有,很多８０．８％

B４:您在开放大学学习中,辅导员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吗? 完全没有２．１％;有,但很少２４．１％;有,很多７３．７％

B５:您在开放大学学习中,其他课程教师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吗?
完全没有５．４％;有,但很少２９．４％;有,很多６５．２％

B６:您认为开放大学老师是否重视加强对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
完全不重视０．４％;不怎么重视５．６％;比较重视

３４．３％;很重视５９．８％

B７:您的单位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或教育吗? 没有１５．６％;有,但很少４１．３％;有４３．１％

表４　教育途径与人口特征的列联系数

题项 省份 性别 年龄段 政治面貌 职业 学业层次

B１ ０．１２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２ ０．３２７∗∗∗ ０．１４４∗ ０．０５５

B２ ０．２１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７６ ０．１２４ ０．０８７

B３ ０．１９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８４ ０．１０４∗

B４ ０．１６７∗∗ ０．１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７５ ０．１１５ ０．１００∗

B５ ０．１５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４ ０．０８６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４∗∗∗

B６ ０．２６７∗∗∗ ０．１３３∗∗∗ ０．０５２ ０．１００ ０．１６０ ０．０８５

B７ ０．１４２ ０．１２９∗∗∗ ０．１９３∗∗∗ ０．２０２∗∗∗ ０．３１１∗∗∗ ０．０３９

　　注:(１)题目编号等同表３;(２)∗ P＜０．０５,∗∗ P＜０．０１,∗∗∗ P＜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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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相关文献[９],联合表３~４显示:列联系数及

P 值显示,不同省份、性别、年龄、政治面貌、职业、学
业层次等与对“教育途径”的理解存在显著相关,相关

联的题项数量分别为“省份”５项、“性别”３项、“年龄”

１项、“政治面貌”２项、“职业”２项、“学业层次”３项.
表明不同省份与“教师和辅导员有否进行价值观教

育”显著相关,且列联系数均为０．３以下,为弱相关,
说明亟须发挥教师在价值观融入教育中的作用.“政
治面貌”与“加强开放大学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的必要性”间列联系数为０．３２７,为中度相关,中
共党员的占比显著高于其他政治面貌的学生;“职业”
与“单位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或教育”
间列联系数值为０．３１１,为中度相关,国家机关和事业

单位的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要优于企业,企业的核心

价值观教育有待加强.
结合多选题调查结果发现:(１)开放大学学生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途径呈现多样化,分别为:
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社会宣传以及学校教育,占比均

达到６０％以上.其中,企业文化的比例为４１．７％,折
射出企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企业发展比例

未过半,凸显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企业文化

有待加强.(２)在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途径

的调查中,超过７０％以上的学生认为可以通过:道德

模范评选、学习实践活动、思政课教学、送温暖献爱心

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校园文化活动以及网络新媒

体、广播电视、党报党刊宣传教育等手段,然而,选择

社区活动的比例为５９．９％,法治建设的为５５．０％,表
明社区的作用没有充分显现,以及学生对法治建设的

忽视.(３)在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开放大学

教育教学的有效途径时,大多数的学生认为:优质网

络思政课资源、采用网络新媒体教学、加强师德师风

建设和各学科教师言传身教、学习平台以及学校、单
位、家庭三位一体教育的有效结合,受到学生的广泛

认可.(４)在问及“您认为开放大学学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培育主要依靠什么”时,有９０．７％的学生

认为是“个人自学和修养”,７９．１％的学生认为是“学
校教育”,凸显出在新时代下,开放大学学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学校教育的作用不可替代,在线

网络教育越来越受到学生的重视.
(三)教育成效情况

表５　教育成效与人口特征的频数占比

题项 频数占比

C１:您认为开放教育的各类思政课程对您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教育作用怎么样?
没有起到作用０．５％;作用不大７．９％;作用较大３９．７％;作

用非常大５１．９％

C２:您认为开放大学目前的教育教学模式好吗?
不好,需要彻底改革０．５％;说不清楚３．１％;无所谓０．１％;

好,但需要改进３０．５％;很好,继续保持６５．７％

C３:通过开放大学一年多的学习,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否有更多了解?
没有更多了解４８．７％;是的,有更多了解５１．３％

表６　教育成效与人口特征的列联系数

题项 省份 性别 年龄段 政治面貌 职业

C１ ０．２１２∗∗∗ ０．１２８∗∗∗ ０．０７０ ０．１３８∗∗ ０．１７１∗

C２ ０．２３３∗∗∗ ０．０８６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９ ０．１６５

C３ ０．０８９ ０．０３２ ０．１０２∗∗ ０．０８６∗ ０．１０３

　　注:(１)题目编号等同表５;(２)∗ P＜０．０５,∗∗ P＜０．０１,∗∗∗ P＜０．００１.

　　根据相关文献[９],联合表５~６显示:列联系数及

P 值显示,省份、性别、政治面貌、职业等与“教育成

效”存在一定程度的显著相关,相关联的题项数量分

别为“省份”２项、“性别”１项、“年龄”１项,“政治面

貌”２项、“职业”１项.其中列联系数超过０．２以上的

为:“开放教育开设的各类思政课程对社会主义价值

观教育作用”和“您认为开放大学目前的教育教学模

式好吗”,这表明“省份”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度相对

较高.表明了不同省份之间价值观融入教育效果和

开放大学教育教学模式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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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题调查结果发现:(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开放大学教育教学效果不明显,影响教育教学效果的

主要因素是:教育教学手段、家庭教育问题、师德师风

问题、社会不公问题以及工作环境问题,占比处于５３．
１％~７４．０％之间,凸显出影响教育教学效果因素多

样化.如何有效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学

效果,尚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２)当问及

“您认为影响开放大学学生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时,有高达７０．０％以上的学生认

为影响来自“社会变革、腐败现象、不正之风”以及“网
络信息时代各种媒体传播的负面信息的作用”,充分

体现在新时代下,负面因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

立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３)认为“信息技术没有很好

地融入思政课教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没有占

领网络阵地以及对于学生的思想动态缺乏网络大数

据监控分析”的学生均超过半数,这表明如何发挥远

程教育的优势,充分利用在线教育技术手段,进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教育,是当下开放大学教学中

亟须解决的问题.
四、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分析,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突出内化认知,加强法治教育,开放大学各

分部协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

开放大学的学生是１８岁以上的成人群体,且

１８~３５岁的青年群体是学生的主体,社会转型时期

的不正之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的价值观念、网络新

媒体的负面信息等都会对成人学生人生价值观带来

冲击和影响,因此在开放大学的教育教学中必须高度

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教育,突出内化认

知.网络平台是开放大学教与学的空间和环境,平台

的功能直接影响教育的认知内化.首先,要把网络平

台营造成为学习交流互动平台,让学习平台既成为学

习空间也成为虚拟交往互动空间,无论是教师还是学

生,只要在网络学习空间,就可以通过双向的交流和

互动,获得启迪和教育.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

出:“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

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１０].学生之间、
教师之间以及师生之间以平等对话讨论课程教学和

社会热点问题,在讨论交流中增进情感交流,在理性

认知的基础上增强感性理解.必须有坚定共产主义

信念的教育引导者,对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能够以

正确的价值观念予以匡正,引领讨论的正确主流意

识.其次,要在网络平台打造融入价值观教育的文化

品牌活动,彰显开放大学校园文化精神的育人功能.
另外,要增强网络平台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开辟制度

规范学习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渗透到开放大学

制度体系的每一环节和每一过程.罗尔斯说:“我要

把制度理解为一种公共的规范体系”[１１].学生在学

校制度体系的约束下基于网络自主学习,规范学习行

为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内化的过

程.还要在网络学习空间开辟教学行为监测区,通过

大数据,定期分析网络平台教与学的行为,分析学生

的学习兴趣点、课程认同点,成效突出点,提升认知内

化针对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反映并强化主体

的需要和利益,表现为主体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
以及主体为满足一定的需要和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

所产生的期望.”[１２]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也是全体公民的需要和期

盼.为了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必须在价值观

融入教育中进一步突出法治教育,加大法制宣传力

度.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纳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理论,培养学生的法治素养.结合社会不同

职业领域的典型违法案例,加强案例教学和警示教

育,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坚持依法治校、依规办学,
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践行法治理念.

发挥开放大学教学系统优势,国家开放大学要定

期组织办学系统各省市分部互相观摩学习交流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的好经验好做法,并结合各

地社会环境教育资源的比较优势,学校、社会、家庭教

育有机结合,尤其是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相结合,协
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

(二)突出知行合一,强化践行教育,并注重发挥

教学团队的言传身教作用

从教育途径看,应突出“知行合一”,“全部社会生

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

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

中得到合理的解决”[１３].学生在实践中以特定的生

活情境,把价值观的理论认知与生活实践有机联系起

来,从而使学生不断扬弃自身局限,找准自身的社会

定位,从生活实践的“实然”角度践行价值观,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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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在工作岗位中遵守职业道德,攻坚克

难、敢于担当;在社区生活中遵守社会公德,参与志愿

服务、热心公益活动;在家庭生活中,秉持家庭美德,
孝老爱亲、包容和睦.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雷锋精

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雷
锋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写照,他们都是我

们民族的脊梁”[１４].因此,在新时代应大力开展蕴含

雷锋精神的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大力倡导社会公益活

动,在企业文化中融入雷锋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元素,在活动实践和文化体验中突出知行合

一.发挥好中共党员的模范践行作用,在处理工学矛

盾,自主学习过程和岗位工作中党员要亮身份、晒成

绩、比贡献.
教学团队是开放大学的教育者,教育者是育人的

组织与实施者,毛泽东指出:“教育者首先应当受教

育”[１５].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直接关系育人目标

的实现,教学团队的言传身教是对学生润物无声的教

育引导,“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社会转型期,人对

自身存在方式的看法和观点也会发生转型,面对教育

者多元的精神需求,要以人文关怀为基本,基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匡正和引领教学团队的价值观.
对于教学团队既要通过学科培训、访学、课题研究等

加强专业能力建设,又要通过理论培训、基层党组织

生活、师德师风建设等提升其思想政治素质.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理念层面转化为能够践行的要素,
在远程开放教育的导学、助学、促学、督学的每一个环

节明确教学团队的具体职责和行为准则,既要答疑释

惑,又要关爱疏导学生,建立和学生沟通交流的畅通

渠道机制,开放大学的女生既要完成学业又要尽职工

作还要承担家庭劳务,更需要关心和关注,在学习过

程的每一个环节教学团队都要关注女生思想动态,为
其学习提供贴心暖心支持服务.

(三)突出教育成效,推进网络教学,为学生自主

学习提供融入价值观教育的优质网络教学资源,形成

齐抓共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协调机制

发挥远程教育优势,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推进

网络教学,以优质网络教学资源占领网络阵地,思政

课理论体系资源转换为融入价值观教育的思政课教

学体系资源,让学生在系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

系的同时,全面、系统领悟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价值

取向、个人价值准则.同时要在理论教学资源的基础

上拓展文化教育资源,让学生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

价值观的根本,增强价值自信;在中国革命文化中,感
悟价值观的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在新

时代先进文化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改革创新精

神.还要提供优秀的案例教学资源,优秀毕业生事迹

案例、社会道德模范的感人故事案例、为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舍身忘我的科研人员敬业案例等.
“理论、文化、案例”教学资源相互补充、相互映衬,构
成完整的融入教育资源体系,并在专业课程教学资源

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元素,为网络终端学

生自主学习提供生动鲜活系统的网上资源教学,注重

发挥不同职业的学生相互间的教育影响带动作用,突
显开放大学育人成效.学校从投入、组织、师资队伍

上予以保障,教学、管理和服务协调一致,形成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的长效机制.
“教育最为本质的价值不是技术与技能的培训,

而是 对 核 心 价 值 体 系 的 认 知、理 解、认 同 与 实

践”[１２]４９.开放大学的学生是各行各业有学习意愿,
努力提升自我素质的奋发有为者,是引领行业发展的

积极向上者,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在各行各业

有着示范带动作用.在开放大学教育教学中融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既是落实“立德树人”中心任

务的要求,也是积极引导全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新时代需要.
(本次实证调查得到北京开放大学,上海开放大

学,江苏开放大学,国家开放大学江西、山东、山西、浙

江和安徽等分部的大力支持,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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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zethesocialvalueorientationoftheruleoflaw．Studentshavetherightviewoflifevalue,butthere
existsdisunityofknowinganddoingastothespiritofLeiFeng．Networkandschooleducation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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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stoprovidereferenceforthecultivationoftheadultcollegestudents’valuesinthenewera．

Keywords:socialistcorevalues;openuniversity;questionnaire
[责任编辑　李潜生]

３５

杜爱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开放大学教育教学的现状和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