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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明确立足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

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这一判断，明确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从国家发展战略来讲，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建设成为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相比较，

多了“美丽”这一关键词，这一变化既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必然

要求，也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从社会层面来讲，

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

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

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正与

法治的培育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个人层面来说，新时代下

人们的需求和利益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使得公民基本道德规

范的教育呈现出严峻性与复杂性。同时，除了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之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这应当归

纳为新时代的劳动价值观。

突出着眼点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党的十九大报告突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着眼点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论述既

呼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的要明确

“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担当民族复兴大任”与“时代新人”。“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这一要求，符合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历史方位

和国际地位，即“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

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同时，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

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需要培育“时

代新人”，需要能够引领、团结、凝聚十几亿人共同奋斗的精

神旗帜、科学指南、文化导向和道德基础。这也是新时代赋予

广大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者的历

史使命与重要责任。

强化聚焦点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与话语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思

想文化、意识形态、道德规范的综合体和精华体，本质上是对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的价值反映，尤其是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集中体现。

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制度、道路与文化，其目

的是为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这应当成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与实践研究中的聚焦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多次论及意识形态的问题。在过去五年的辉煌成就中提到“加

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同时也清醒地

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因此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

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找准关键点 ：协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006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

【摘要】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

客观事实与宏观环境。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明确立足点、突出着眼点、

强化聚焦点、找准关键点、紧抓推进点和发挥优势点六个层面进行分析和把握。

【关键词】新时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新时代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王学俭

DOI:10.16619/j.cnki.rmlt.2017.34.011



Dec,2017  /  PEOPLE'S TRIBUNE 35

社会主要矛盾
转化为

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

务。到了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

其归纳为三个层面、24 字方针。再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坚

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方略，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作为一项重要内

容。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联

性研究，一直是理论界的热点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石，也是确立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重要逻辑遵循和观点依据。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不仅深刻

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而且

内在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概括、要义提炼和集中表达。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联系、

相辅相成，共同彰显出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紧抓推进点 ：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经历了前期的内涵拓展

与凝练，目前发展到了强调切实的推进与落实上。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许多实现的

途径，提出要通过“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来促

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进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首先，通过教育引

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转化

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同
落后的社会生产

之间的矛盾

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

导使人们形成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意识，明确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三个层面的具体要求，既要通过一些形式宣

传文字意义上的观念，又要凝结在一些具体的、可感的行为中，

发挥党员干部、先进人物的模范带头作用。其次，通过特定的

实践环节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确证，进而养成行为习

惯。实践是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价值活动以及

价值关系产生的最根本基础，实践决定着主体价值观的生成、

发展与实现，决定着主体价值观的基本指向，因而要特别注重

实践活动，促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转化。最后，通过

制度保障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态化。要发挥政

策的导向作用，特别加强用法律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

设，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

发挥优势点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

也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优势，不断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一是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汲取养分。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断结合时代精神继承创新。二是要从

革命文化中继承基因。革命文化孕育于中华民族的危难之际，

成长于战斗岁月，以“五四”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

苏区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核心的革命文化，彰显

着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具有

独特的文化价值。在和平年代，以革命文化为载体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更为生动、更为可感的呈现。三是要

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寻找资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当代中

国的新文化，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灵魂，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作者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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