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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7_A3_E9_9D_A2_E8_c26_489034.htm 一、建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

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

的本质规定。它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的发展动力，体现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要求，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利益和

共同愿望。在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思想大活跃、观念

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背景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第二，提

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世人展现了我们党思想上

精神上的旗帜。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

断增强，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核心内容作出清晰的界定越来

越迫切。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一面旗帜，鲜明地亮出这面旗帜

，就是要昭示人们，不论社会思想观念如何多样多变，不论

人们价值取向发生怎样变化，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

不能动摇的。 第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巩

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需要。共同的思

想基础，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

根本前提。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党就会瓦解、社会就会动

荡、国家就会分裂。对党和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

奋斗过程中形成的共同思想基础作出科学的概括和清晰的界



定，明确其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使之容易为全党全社会更

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在今天社会思想观念和人们价值

取向日益多样的情况下，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提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明确揭示了我们共同思想基础的基本

内涵和要求，将会推动全党全社会更加自觉地维护我们的共

同思想基础。 第四，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

于引导全社会在思想道德上共同进步。当前，人们的思想观

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越来越呈现出层次性。我们不能因

为存在着多层次的思想道德而降低甚至否定先进性的要求，

也不能不顾人们思想道德的客观差异，用一个标准要求所有

的社会成员。那么，用什么来引领人们在思想道德上不断提

升和进步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集中回答了这

个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上

的先进性要求，又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上的广泛性要求；既

坚持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又兼顾了不同层次群众的思想

状况；既体现了一致的愿望和追求，又涵盖了不同的群体和

阶层，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包容性，具有强大的整合力和引

领力，是联结各民族、各阶层的精神纽带。 第五，提出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竞争

力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既相互融合又相互竞争

，不同文化既相互借鉴又相互激荡。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既挑战着国家主权的内涵，又冲击着人们的国家观念、民

族认同感。国家之间的竞争，既表现为经济、科技、军事等

硬实力的竞争，又越来越反映在软实力之间的较量。在软实

力中，最关键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它直接反映着民族的凝

聚力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

于进一步凝聚民心、鼓舞斗志，提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

家竞争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第

六，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

只有抓住了这个根本，才能树立和谐的理念、培育和谐的精

神，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塑造和谐的心态，才能营造和谐

的舆论氛围，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共同的理想信念。 二、

怎样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马克

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我们是

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它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

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

帜，是动员、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它反映了

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愿望和普遍追求，既实在

具体又鼓舞人心，它把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个人的幸

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愿望有机

结合在一起，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凝聚力。不论哪

个社会阶层、哪个利益群体的人们，都能认同和接受这个共

同理想，并愿意为之共同奋斗。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精神支撑。在五千年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

伟大民族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华民族形成了勇于改

革、敢于创新的时代精神。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交融，已深

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共同构

成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品格，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精神动力。 千百年来，无论面对多少困难挫折，面临多

少艰难险阻，中华民族都始终高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火

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奋发进取，靠的就是这

样的精神；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

靠的就是这样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抓住机遇，加快发

展，由贫穷走向富强，靠的也是这样的精神；实现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要靠这样

的精神。只有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才能传承中华

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饱经风霜而弥坚的精神实质，不断拓

展我们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内涵，不断增强我们

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使各族人民始终凝聚在爱

我中华、振兴中华的旗帜下。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

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

质。只有分清荣辱，明辨善恶，一个人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

判断，一个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在我们这样一个

有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实现事业发展、社

会和谐的目标和追求，既需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指导地位，需要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需要倡导伟大的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也需要确立起人人皆知、普遍奉行的

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



义荣辱观，概括精辟、内涵深刻，贯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覆盖各个利益群体，涵盖了人生态度、社会风尚的方方面面

。它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

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

观念有机融合在一起，鲜明地指出了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

假恶丑，以何为荣、以何为耻，为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

了基本规范。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使社会成员都能知荣弃

耻，褒荣贬耻，扬荣抑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有所

依托、有所体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构严谨，定位明

确，层次清晰，是完整的、系统的，它坚持了社会主义又有

中国特色，总结了成功经验又有新的提升概括，反映了现实

的迫切需要又是能够通过努力实现的，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

和形成全社会的共识。 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第一，要加大研究和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使

其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正确的价值体系只有被人民群众普

遍接受、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才能为人们所

自觉遵守和奉行。充分运用大众媒体的独特优势，采取多种

形式，大力宣传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意义和基

本内容，宣传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

动实践和新鲜经验。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精神文

明建设的全过程，贯穿到理论武装、新闻出版、广播影视、

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等工作的实践中，以更好更多的精神文

化产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一步丰富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的内涵，提高创建水平，使人们时刻受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感染和熏陶，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感



知、所认同、所接受，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外化为人们

的自觉行动。 第二，抓好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领导干

部是关键。领导就是领路引导，干部应该先行一步。领导干

部的行为及其体现出来的理论素养、理想信念、精神面貌、

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起着重

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每个领导干部都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为镜子，日日照、时时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

求老百姓去做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老百姓不做的，自己

坚决不做，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和人格力量为群众作出榜样。 

第三，要坚持从青少年抓起。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从学前教育到高

等教育，都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和渗透其中，使

之成为贯通教育全过程的核心内容。根据青少年的认知水平

、行为能力和心理特点，科学规划教育内容，改进教学方式

方法，使青少年从小就养成基本的德育素质。把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师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教师学

为人师、行为世范，用自己的模范言行影响和带动学生。 第

四，要重视引领好各种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一定时期内对

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倾向，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气

候的“晴雨表”。必须及时了解思想理论领域的各种倾向性

问题，认真分析各类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主要内容、表现

形式、现实影响、形成根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引导其

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向着积极的方面发展。同时，要在尊

重差异中扩大共识，在包容多样中共铸和谐，努力形成团结

和睦、万众一心、共创和谐伟业的生动局面。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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