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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内生机制研究

牟 静,胡灵琳

摘 要:基于涵化理论、认知发展理论与价值澄清理论的系统分析,从理论上探索新媒体培养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生机制,即让大学生经历从理性认知、情感共鸣过渡到意志认

同与行为调适;基于江苏省内九所高校实地调研、师生访谈与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从实践上

论证新媒体促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生的有效性,即新媒体形式、新媒体内容、新媒

体环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有显著预测作用。通过树立新媒体教育理念、创新新媒体教

育方法、建立新媒体教育制度,来不断加强新媒体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内生机制的引导、改善

和巩固,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内化于心,更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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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成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载体和新平台。同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其培育和践行更应直面 “人的虚拟生存”,在新媒体

语境下激发大学生个体自觉意识的觉醒,引导和规范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因此,在新媒体情境下,如

何建立一种深入持久、切实有效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机制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亟待深入解决的课题。

一、理论探讨与模型建立

十八大以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最新研究转向为 “以人

为本”,分别从传播学、心理学、伦理学角度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研究,更多地关注价

值观教育中大学生的主体生存和自我发展,在内化与外化的互动中实现对价值观要求的提升。因此,本

文所提出的内生机制,是指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通过外显的学习、实践、体验和内隐的思辨、选择、融

合等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本质内涵逐步融入自身价值观并不断固化的一种培养模式。

(一)新媒体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生理论

1.涵化理论

媒介作为人的延伸,依靠 “人机互动”构建了有别于客观现实的虚拟现实,受众在媒介营造的 “拟

态环境”中分享讯息、建立圈子、认识自我,媒介现实 “镜子式”的影响甚至塑造了受众对所处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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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和观念[1]。今天,新媒体作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使用时间最长、频率最高的媒介,已经潜移默化地影

响到了大学生人生信仰、价值观念乃至个性习惯的形成,这种 “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与作用也必然能够

有效促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

2.认知发展理论

心理素质的发展与成熟是生命体接受并形成价值观的前提与基础,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促使个体自我建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抽象价值理念,需要融入大学生

原有的心理认知结构。这种融合无外乎同化与顺应两种调节机制,但是都离不开个体心理上的赞同和支

持,需要经历从理性认知、情感共鸣过渡到思想转化,最终内化为自己的信念与行为。

3.价值澄清理论

价值观的形成经过三个阶段:一是选择,个体在有限范围内进行自由选择;二是态度,个体分享自

己的选择并且作出承诺;三是行动,根据选择发生相应的行为并持之以恒[2]。该理论重视培养学生的价值

评判和价值选择能力,强调价值观是经由选择、内省和行动形成,反对规训化的教育。新媒体以其强大

的渗透力、影响力、凝聚力创造了亦虚亦实的 “价值场域”,每个个体在无声无息中被媒介力量左右价值

取向和判断。

(二)新媒体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生模型

图1 新媒体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生模型

价值观的形成是主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结

合学理论证和经验总结,建构一种强调个体自发

自觉的价值观内生机制 (如图1),使大学生的内

在心理和外在行为都能充分体现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通过新媒体文化产品创造、

新媒体传播平台建设、新媒体生态环境治理、新

媒体优秀项目孵化等活动和手段来宣传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准和规范,让大学生经历从

理性认知、情感共鸣过渡到思想转化,并且不断

调适自己的信念与行为,达到心理接受认同,进

而整合内化为个体核心价值观。

认知始终贯穿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的各个方面,也是建立内生机制的第一步,主

要是让大学生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和丰富内涵。新媒体传播方式

多元、操作流程便捷,通过图像、声音、文字等全方位的立体化表达,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增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感知和自我理解,只有深刻的认识体会,才可能激

发强烈的情感体验,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倾向。

情感是指主体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对客体的属性能否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产生的心理体验;情感认

同,是指大学生在深刻认知的基础上,对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号和标识的教育体验、生活情境、

文化产品等内容 “分泌”出愉悦、信任的正面情绪反应。新媒体传播注重互动性与体验性,通过个体自

主选择、自主表达、自主分享,有助于强化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体验,比单纯理论形式的

导向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意志是人自觉地确定目标,并根据目标控制、调节行为的心理现象。意志认同,是指大学生在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分析处理和评价选择的基础上,运用心理调节和行动控制机能,在情感、心理、

行为表现上倾向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新媒体传播注重即时性与自由性,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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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以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及时性、小容量、碎片化地被大学生接触和浏览,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理论的人民性与先进性。

行为发生是情感认同和意志强化的外在表现,是个体形成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关键环节。大学生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坚定不移的信念、外化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在学习生活与为人处事中遵循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原则与精神;同时,核心价值观也由理论化的抽象逻辑,化为生活化的价值

体验,在实际生活中获得认同与践行。行为认同的主体是人,而新媒体传播具有示范性与引领性,有助

于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榜样示范力量与监督强化作用,引导大学生 “从我做起”———积极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笔者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在江苏省内九所高校进行了 《大学生新媒体使用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认同》抽样调查 (包含前期的访谈与问卷的初测),采用分层抽样与随机发放,共发放问卷1000
份,收回有效问卷864份,有效回收率86.4%,利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在梳理现有研究成果以及深入访谈的基础上,自编调查问卷 《大学生新媒体使用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对该课题进行研究。问卷分为四个部分,共计58题。第一部分为受调查者的人

口学情况,计8题;第二部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和认同情况,计24题;第三部分为大学生新

媒体使用的感知与评价情况,计12题;第四部分为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情

况,计14题。

本研究采用KMO检验和Bartlett球状检验,KMO值为0.725 (0.7—0.8范围内适合作因子分析),

Bartlett统计值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 (P<0.01适合作因子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进行检验,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Cronbach)为0.86808,表明该问卷稳定可靠。

(二)研究假设

新媒体具有 “缓慢且累积的效应”,塑造了大学生对所处社会的认知和观念。同时,当今90后大学生

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也会有所差异。因此,这种形

塑的过程需要置于个体的心理发生机制中来考察,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1:新媒体影响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

假设2:新媒体影响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

假设3:新媒体影响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志认同;

假设4:新媒体影响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认同。

(三)数据分析

1.数据的相关性统计分析

根据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的检测,本研究假设的Spearman相关系数绝对值为0.182,显著性水平为

0.000(P<0.01)(如表1),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与新媒体交互使用频数存在相关关系,为后续的操

作性假设验证奠定基础。

根据描述性数据的因子分析结果,提炼出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媒体影响因素,进行

正态性检验。结果显示新媒体形式、新媒体内容、新媒体环境的偏度系数 (Skew<3)、峰度系数 (Kurt

<8)均符合正态分布,可以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各因子适配度指数见表2所示。各主成分因子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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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介于适配度标准的临界值和推荐值之间,即因子与实际样本数据适配度较好。即新媒体形式、新媒

体内容、新媒体环境是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因素,具体的操作性定义见表3 (来源于问

卷数据与访谈内容的二次编码)。

表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与新媒体交互使用频数

Spearmanrho

核心价值观认同 CorrelationCoefficient
Sig. (2—tailed)

1.000 -0.1821)

000

新媒体交互使用 CorrelationCoefficient
Sig. (2—tailed)

-0.1821)

000
1.000

  注:1)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0.01。

表2 各因子的模型适配度检验表

指标 X2/df GFI AGFI CFI RMSEA
推荐值 <2 >0.9 >08 >0.9 <0.08

临界值 <5 >0.7 >0.7 >0.7 <0.1

新媒体形式值 2.307 0.957 0.826 0.937 0.094

新媒体内容值 2.412 0.960 0.840 0.927 0.089

新媒体环境值 2.904 0.941 0.815 0.947 0.065

表3 各因子的操作性定义

项目名称 操作性定义

新媒体形式 以核心价值观为载体的视频、动漫、图文

新媒体内容 以核心价值观为内容的案例、故事、剧情

新媒体环境 以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舆论、氛围、话语

  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新媒体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认同有显著预测作用,两者回归分析 (以新

媒体为自变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为因变

量)结果见表4,决定系数 R2为0.555,说明有

55%的大学生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受新

媒体传播的影响,自变量系数为0.625,常数项为0.745,t值相伴概率为0.000<0.01,说明以新媒体使

用为自变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为Y=0.745+0625X。这一研究结果证实,

通过新媒体教育可以有效提高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在回归分析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验

证新媒体 (新媒体形式、新媒体内容、新媒体环境)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各阶段的假设,

主要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见表5。

表4 回归分析结果

样本量
回归分析

决定系数 常数项系数 显著性水平 自变量系数 显著性水平

864 0.555 0.745 0.000 0.625 0.000

表5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维度 新媒体形式 新媒体内容 新媒体环境

核心价值观认同

认知认同 0.1492) 0.0821) 0.0731)

情感认同 0.1072) 0.1502) 0.0691)

意志认同 0.0731) 0.0912) 0.1782)

行为认同 0.1312) 0.0681) 0.0771)

  注:1)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0.05;2)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0.01。

2.数据的描述统计分析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情况分析。98%的大学生知道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其中,95%的被调查学生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涉及的三个层面内容,而能够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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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出其所涉及的十二个价值观和含义的学生仅有18%。也就是说,大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整体认知清晰,但是对三个层面价值观的表达和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量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同层面的认同度,每一个价值观层面在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四个维

度上的均值如表6所示,最终可得出大学生对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社会层面价值目标、个人层面价值目标

的认同度均值得分分别为83.82分、81.32分、83.21分,均处于 “良好”等级。调查发现,大学生具有

较为强烈的国家归属感和个人效能感,对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的价值观认同度较高;而关于社会层面的

价值观认知和描述,城镇学生和农村学生则存在显著的认同差异。

表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同层面在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四个维度的均值

       维度

层面       
认知/% 情感/% 意志/% 行为/%

核心价值观 (国家) 83.50 82.17 81.37 80.24

核心价值观 (社会) 83.18 82.17 81.93 81.14

核心价值观 (个人) 84.49 83.24 82.20 82.31

  研究发现,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有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见表7所示。

剔除了t分布差异显著性较低的数据。人文社科专业学生、党员学生、学生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认同比例要明显高于其他学生。这既反映出学科差异所导致的价值观教育辐射面不一致,也反映出学生

政治参与度的高低所导致的价值观教育覆盖面不统一。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时,应当注

重分类引导、个性设计,对不同群体的大学生实施差异化的价值观教育和实践活动。

表7 不同群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差异情况

项目 类别 平均得分 t分布 差异显著性

专业背景
人文社科
理工科

3.65
3.55 0.014

在0.05显著性
水平下有差异

成长环境
城镇
农村

3.50
3.42 0.076

在0.10显著性
水平下有差异

任职经历
学生干部
普通学生

3.68
3.49 0.001

在0.01显著性
水平下有差异

政治身份
中共党员
群团学生

3.61
3.46 0.002

在0.01显著性
水平下有差异

  当代大学生日常接触的新媒体类型丰富多样,微博、微信、QQ、视频网站是大学生使用频率最多、

在线时间最长的4种新媒体类型。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认为新媒体有助于拓展个体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超

过一半的大学生认为新媒体有助于塑造和改变自己的观念和信仰。大多数学生非常依赖网络,超过85%
的学生平均每天要花5小时使用新媒体,微信、微博、QQ等手持新媒体平台成为许多大学生每天必

“刷”的重要阵地[3]。

大学生经常使用新媒体的主要目的是分享信息 (83%)、人际互动 (76%)和消遣娱乐 (72%),以

学习为目的者较少,多为依赖搜索引擎查阅资料。此外通过新媒体进行生活消费在大学生群体中日趋频

繁。在被问及是否会对新媒体传播的信息及来源提出质疑时,有53%的大学生表示会客观看待新媒体制

造的信息舆论场,并且仍有较大部分的学生表示会通过其它途径去证实信息的真伪。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理论上探索了新媒体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生机制的合理性,从实践上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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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媒体促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我养成的有效性,可简单总结为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新媒体创造了认知背景的一致。新媒体构筑了由大学生价值观念、文化底蕴及个人兴趣爱好

等组成的虚拟现实,形成了个性化的认知结构和心理态势。而价值观教育面对的又是每个真实的生活个

体,其讲述的内容必须体现受教育者的认知背景,才能激发兴趣而产生注意;新媒体即时提供的图文、

视频等信息,使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和多样、形式更加立体化和动态化,能够充分迎合学生追

求信息、时尚的心理需求,便于其认知接受。

第二,新媒体创造了情感际遇的熟悉。新媒体传播的交互与即时,拓展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的时间与空间,形成了从宏大叙事到微信大意的转变。80.2%的大学生表示对曾经观看过的核心

价值观视频、动漫、微电影、公益广告等新媒体产品留下了深刻印象,综观高校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案例,几乎都充分利用了新媒体立体个性化的特点,将教育内容的设计与大学生的人生际

遇、生活经历联系起来,用 “似曾相识”来达到受教育者情感上的共鸣。

第三,新媒体创造了意志表达的相似。受教育者像每一个读者在阅读之前都有自己的 “审美经验”[4],

对外在的思想认识总存在自身的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价值观的传递需要心理的融入;而新媒体平台则

利用其交互性体验,给大学生创设了意志表达的自由情境,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客体互

动,使教育者 “剥离知识权威的面具”,让受教育者由被动地接受 “说教”变为平等地对话与交往。

第四,新媒体创造了行为利益的相关。市场化从资源配置到文化扩张无处不在,思想政治教育也无

可避免。但是,“我们一直努力从社会的需要、党和国家的需要来考虑如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却唯独将

受教育者的自身需要忽视在外。”[5]新媒体的关注与跟踪功能,不仅可以及时体察大学生群体内心思想、外

在行为的丰富变化,而且可以对学生在思想、学习和生活等方面出现的困惑与问题,第一时间进行有效

疏导与排解。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能够把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有效结合起来。

(二)建议

调查显示,大学生已经充分意识到新媒体中信息纷杂、文化冲突、道德失范的负面能量,对新媒体

是否能够有效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持保留或者观望态度。特别是对于一部分自制力弱、判断力

差的大学生来说,新媒体产生的负能量更容易改变他们的思想观点,弱化他们的理想信念。因此,结合

大学生新媒体接触的行为特征,利用新媒体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内生机制进行引导、改善和巩固,不断

创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方法和路径。

第一,理念融入,加强认知认同。当前,新媒体已经成为校园文化展示的新领域和大学生价值判断的新

标杆,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原有模式。新媒体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拓展新空

间、提供新载体,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主动树立运用新媒体开展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新理念,充分认

识、高度重视、主动研究和规范使用新媒体,推动新媒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解读,积极运用大学

生喜欢的网言网语、案例数据、故事分享等方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阐释,将枯燥的大道理变成生动

的微话语、小故事,把主流思想传播与价值观念引导充分融入到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之中。

第二,方法创新,提升信念认同。新媒体技术集图、文、声、像于一体,熔声、光、电、化于一炉,

形式活泼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利用新媒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情境与氛围营造,开展隐性

化教育、消解逆反心理,使其成为培育核心价值观的 “助推器”、 “新空间”[6]。一方面,通过校园网站、

官方微信微博等平台,将榜样人物、优秀事迹等深度发掘宣传,组织创作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

频、漫画、微电影等,把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到凡人善举、典型报道、文化作品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感染力和生动性。另一方面,训练、打造一批政治觉悟强、媒介素养高的校园意见领袖队伍,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通过议程设置来积极引导新媒体平台舆论,让学生在自由发表观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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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本真想法的基础上,促进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念认同。同时,要将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

问题结合,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利益诉求,推进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在解决利益矛盾和民主

参与中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同。

第三,制度保障,强化行为认同。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把运用新媒体开展核心价值观培育有机融入

高校育人的各项工作与规章制度中,建立相应的考评机制与激励机制,将核心价值观践行情况与学生入

党考核、评奖评优、推荐就业等挂钩,形成导向机制。二是健全监管机制,净化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育的舆论环境,高校要强化信息安全意识,规范新媒体平台安全管理,既要明确信息发布的基本

原则,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又要建立全天候的新媒体平台监管制度。[7]三是加强媒介素养

教育,增强大学生的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面对新媒体提供的海量碎片化的网络信息,大学生不仅要学

会有效整合、高效利用,更要提升甄别信息真伪、美丑的能力,强化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道德自律意识,

实现利用新媒体提升自我教育和自我成长的价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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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acculturationtheory,cognitivedevelopmenttheoryandvalueclarificationtheory,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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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cognitionofsocialistcorevalues.Throughtheestablishmentofeducationalideology,innovationof

educationalmethods,establishmentofeducationalsystemofnew mediatocontinuouslyguide,improve

andconsolidatetheendogenousgrowthmechanismofcollegestudents'corevaluesbynewmediatoachieve

theinternalrecognitionandexternalactingofsocialistcorevalues.

Keywords:newmedia;collegestudents;socialistcorevalues;endogenous
(收稿日期:2016-09-26;责任编辑:沈秀,陈鸿)

·79·

牟静,等:新媒体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生机制研究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 \DZ19\D\孙桂云\常州大学学报(社科)\2016\第6期 7校样 排版:孙桂云 时间:2016-1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