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8 卷第 3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8  No.3 
2012 年 6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SCIENCE)  Jun. 20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动力要素与过程机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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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个体将科学思想理论体系转化为日常生活的意识、观念与语言的动态认知 

与内化过程。认同的驱动力来自内在与外在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 

载体和教育方式等基本要素的有机匹配与相互作用。认同的过程机制是一个渐进机制，是社会成员接受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思想，进而在社会实践中将其思想精髓逐步转化为个体核心价值观并不断固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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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今的时代使命，党 

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是兴国之魂，必须将其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1] ，要 

“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 

求” [2] 。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非一蹴而就，它 

是一个科学的认知和转化过程，是个体将科学思想理 

论体系转化为日常生活的意识、观念与语言的动态认 

知与内化过程。因此，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 

的要素、过程与内化机制，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深度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很强的 

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 

动态过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既包含从理论形态向 

常识形态的内化过程，又包含从常识形态向理论形态 

的反刍过程。一端是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另一端是作为常识形态的社会成员的意识与观 

念。当思想政治教育者将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进行分析、解读并对社会成员实施教化、宣传， 

社会成员在理解、接受其理论形态时，往往将其内化 

为自身的意识与观念，这种意识与观念还同时反作用 

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和大众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过程，又是思想教育 

工作者运用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恰当的教育方式对认同 

主体进行教育的互动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 

们党和国家以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 

益为根据提出来的，希望人民群众在切身体会和平等 

交流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而不是强迫他们服从。我们 

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的理论与实践中，逐 

步由以往比较偏重意识形态的强制和 “灌输” ，过渡到 

现在寻求“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认同” 。 这是一个巨大的 

飞跃，既是对人类认知、思想理论发展客观规律的遵 

循，也是“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在思想观 

念领域内的具体体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涉及经济、 

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体现了思想道 

德和文化建设的广泛性要求；又体现了现代社会经济 

和政治发展的先进性要求，既符合不同阶层社会成员 

的思想状况, 又代表着社会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既 

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性，又有着广 

泛的适用性和包容性，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和引领能 

力，是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所形成 

的价值共识。然而，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关系的多元 

性，各类阶层利益需求的多样性，人们的价值选择受 

限的多方面性，因而不同社会主体在接受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过程中，经常表现为一个日渐磨合、逐步 

实现的动态过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演进过程。因为这种动态过程内 

含双重前提：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研究的不 

断创新与发展，它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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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限制，必须是正确的、完整的、科学的理论； 

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为社会所需要的程度， 

要便于人们理解并能为人们接受和信奉的价值观念， 

它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外在限制。恩 

格斯在谈到“社会需要”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 

作用时说， “技术的发展来源于社会的需求， 更甚于来 

源于十所大学的推力” [3] 。实际上“社会需要”的推 

动作用不仅适合于自然科学，也适合于社会科学，更 

适合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只有当社会对 

思想理论与价值观有新的需求时，武装人们头脑的思 

想武器才会发挥巨大的功效。当前我国正在发生广泛 

而深刻的变革，社会转型、体制转换等导致各种结构 

性矛盾大量涌现并相互交织，价值观出现多元并存、 

新旧交替的局面，人们的信心、信念和信仰受到剧烈 

的冲击，精神生活也出现了危机，在这个关键时期， 

我们党和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符 

合了时代潮流，适应了社会的需求。因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向社会成员常识的转化过程应根据社会需 

要、各类不同阶层的具体状况进行多样化、多层次的 

具体化、形象化，逐渐成为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这就要求思想教育工作者，应以各类教 

育对象现有的思想文化水平、心理需求状况为基础， 

在认同工具与方式上进行创新和突破。既要注重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各阶层社会成员的政治信仰， 

也要注重社会成员原有观念和常识的思维定势，特别 

要注重其固有观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反向 

影响过程。社会成员的原有观念与常识所形成的心理 

与思维模式可能有助于其理解并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也有可能阻碍其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 

然，要提高认同的效果，就必须正视人民群众原有观 

念和常识的消极反向作用，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成员 

思想观念的正向再造与变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过程，还是认同主体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精髓内化为自身价值观 

并不断固化的心理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理性认 

知、情感共鸣、思想转化、心理调适和沉淀固化五个 

阶段。理性认知是社会成员系统地了解、科学地把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阶段，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认同的前提。情感共鸣是社会成员在理性认 

知的基础上，对社会所要求的价值观信息进行审视、 

比较，对“合意”的价值理念给予认可和选择。这一 

阶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关键。思想转化是 

社会成员在认知认同与情感认同的基础上，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整合到自己原有价值观念中，并按照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对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重 

新进行建构。这一阶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 

重点。心理调适是社会成员重新建构自身价值观后， 

在此价值观的指导下破解自身发展难题，化解内心精 

神困惑的阶段。这一阶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 

的焦点。沉淀固化是社会成员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外化为良好的行为习惯阶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认同的终点。社会成员正是通过这一心理演变过 

程来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但价值观总是同人 

的心理需求有关，是主体以内在的需要为标准，对外 

在于自身的事物或现象所蕴含意义的认识和评价，带 

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不仅造成了价值观念 

多元的现实，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增加了 

难度。因此，思想教育工作者要高度重视和驾驭社会 

成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过程中的心理演变， 

特别要注重满足各阶层社会成员的心理需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 

动力要素 

认同有个体和社会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在个体 

层面上， “认同是指个人对自我的社会角度或身份的理 

性确认，它是个人社会行为的持久动力。 ”在社会层面 

上， “认同则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 

共有和分享，它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 [4] 。 

本文主要是从社会层面来展开其认同研究的 。 

从社会层面来看，社会成员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驱动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教 

育者、教育对象、教育载体和教育方式等基本要素的 

有机匹配与相互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教 

育工作者、教育对象、教育工具和教育方式是构成其 

认同过程的基本要素，它们相互融合，相互作用，推 

动着社会成员对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知、情感认同和 

行为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凝练和提升，它构成了认同的基本内容，是认 

同的前提和基础；在具体的认同过程中，它会因教育 

对象的不同而不同程度的具体化、形象化。思想教育 

工作者是教育主体， 同时也是认同过程中的教育对象。 

认同工具是社会成员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 

场所与载体。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 

尔都塞认为，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一定数目的现实， 

它们以独特的、专门化机构的形式呈现给其直接的观 

察者。 ” [5] 这些形式如宗教的、政治的、法律的、工会 

的、学校的、家庭的、传播的、文化的意识形态国家 

机器等，既构成认同的基本载体，也是认同的基本手 

段。认同方式是在具体的认同过程中采取的基本方法 

与措施，如灌输教育、宣传感染、制度规范、政策实 

施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指出： “实践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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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教育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法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导性基本方法” [6] ，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和认同的基本方法。认同工具与认同方式构成了社 

会成员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渠道和实现路 

径， 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教育、 

思想宣传、制度规范和实践交流等活动，都是其工具 

和方式的典型注脚。 

认同的内在动力还来自于科学体系自身本质的逻 

辑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同于社会成员在日常 

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和常识，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 

论体系的内核，是“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基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考量一切事物或现象存在的意义及 

能否满足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最根本立场、观点和态 

度” [7]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认为： “价值观是指人们 

在对周围事物能否满足个人或社会某种需要进行评判 

时所持的观点” [8] 。据此可以推断，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就是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能 

否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并对其进行评判时所持有的 

基本观点，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与人民群 

众的主观需要之间满足关系的范畴。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葛兰西从实践哲学角度指出， “在常识中占主导地位 

的是‘现实的’和唯物主义的成分，都是天然感觉的 

直接产物。 ……而哲学等思想体系则是 “对宗教和 ‘常 

识’的批判和替代” [9] 。显然，实践哲学的根本目的 

就是让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为群众所理解和认同。我 

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际上就是要 

让反映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思想理论体系为广大社会 

成员内在认同，并让其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不论 

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角度看，还是从实践哲学的角 

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就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普及化、大众化的过程，是通过社会教化和 

个体认知的相互作用，并通过社会实践将其内化为社 

会成员的常识，即成为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意识、观 

念与语言。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 

过程机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过程机制，是指思想 

政治教育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理论解读并宣 

传教育后，社会成员通过显性的学习、实践、体验和 

内在的思辨、选择、融合等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思想精髓逐步融入自身价值观并不断固化的运 

行机制。它可以分解为以下四个具体的运行机制： 

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的解读机制。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解读的过程，是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具体化、大众化和形象化的过程，是将抽象的 

价值观念转化为具体的思想理论，是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转化为社会成员便于理解、喜闻乐见的教育内 

容的过程，其实质是一个理论创新过程。具体运行机 

制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细化 

为通俗易懂的理论与观点。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各种类型的相应学习资料等。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贯穿到其他材料与事例中去，构成形象生动的教育 

内容。比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地方特色语言 

相结合创作出人民群众易懂易记的通俗话语，让人民 

群众既能理解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又能牢记于心。 

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教育机制。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机制，是指以各类教育机构、 

宣传部门以及传媒网络为载体，通过系统性的理论宣 

讲、文化演绎、媒体渗透、网络交流、环境熏陶等教 

育方式，帮助社会成员理解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运行机制。当前的要害，是要构建核心价值观宣传 

教育的长效机制，大力提升宣传教育的实效。首先， 

要建立稳定的、综合素质高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以 

便全方位、多角度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切 

实帮助社会成员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要 

建立健全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保障制度，让不同阶 

层的社会成员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都有机会受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再次，要善于运用疏导教育 

法、比较教育法、典型教育法、自我教育法、激励教 

育法和感染教育法等现代宣传教育的常用方法，对社 

会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宣传教育，让其逐步理性地接 

受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要牢牢把握网 

络宣传教育的主动权，无论是建设网站，还是开展网 

上教育和网络交流，都要力求给社会成员一种愉悦心 

情、陶冶思想的和谐氛围，给他们以一种蓬勃向上的 

力量，使他们对国家和民族有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 

感，在耳濡目染中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 

想精髓 [10] 。 

三是理论认知与社会实践的联动机制。理论与实 

践联动的机制是指社会成员通过核心价值观理论学习 

和价值生活实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己 

的价值观念并付诸践行的运行机制。它包含价值理论 

学习和价值生活实践两方面：一方面，要强化社会成 

员的价值理论学习，使其明白何为价值观，何为社会 

主义价值观，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意义何在，真正理解把握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本质内涵与精神实质，并在理性认同和情感 

认同的基础上，内化为个体世界观和价值观，并用其 

指导和规范行为。另一方面，要强化社会成员的价值 

生活实践教育，使其在社会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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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观的理性认知，进而形成并强化价值认同。任 

何一种理论都需要融入实践，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马克思曾经指出，道德的最重要特性是以“实践精神” 

来把握世界。 [11] 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根源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现实的。价值生 

活实践就是指社会成员通过参加具有一定价值内涵和 

价值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诸如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活 

动、学雷锋活动以及抗震救灾、社会救助等公益活动 

等，在实践活动中接受价值教育，形成正确的价值判 

断，再通过其内在的思辨、选择、融合等活动，深化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总之，社会成 

员在价值认同和行为认同的过程中，价值理论学习和 

价值实践活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只有把价值 

理论学习和价值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 

地强化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认同。 

四是从教化、体验到体认、固化的心理机制。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过程通过教化、体验以及情 

境机制等若干环节和阶段，使社会成员接受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并内化为自身的思想道德品质， 

一般说来，认同过程便告一段落。但巩固和发展这一 

结果，仍需要进一步的艰苦后续工作。其中，固化过 

程就是一个最关键的环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过程的内化机制在程序上说，是从教化、体验、体认 

到固化的过程， 然而这也并非是一个自然流程。因为， 

人们的思想过程尤其是思想的心理过程是极其复杂 

的，思想观念认识的反复是经常发生的；同时，无论 

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可能或者说可以改变这种 

正常的程序。所以，固化的前提是接受，但接受之后 

还必须不断强化进而固化。一般来讲，宣传教化、实 

践体验以及情境熏陶等都具有固化作用。固化机制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的每一环节都非常重 

要，具有目的性价值，是前面的各个环节各种机制作 

用的集中体现和落脚点，因而必须高度重视。否则， 

就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整个动态过程和过 

程机制流于形式，达不到社会成员真正内化认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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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s a dynamic congnitive and  internality process.  It requires us  to 
tak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into  awareness,  conception  and  language  in  our  daily  lives.  The  driving  forces  of 
identity  coming  from  internal  and  external  unification  are  the  interac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  education  object,  education  carrier  and  educational  methods.  The  recognition  mechanism  is  the 
gradual mechanism and the process mechanism of accep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which should be taken into individual 
values and adh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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