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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的实现机制是指：高校在大学文化建设过程中吸纳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核，其文化建设的主客体及相关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影响的关系，以及运行方式与

过程的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文化建设具有辩证统一关系。该机制的探究和建立是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的本质要求，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现实需求。以解决现实与学术问题为中心任务，以致力

于构建一个内涵丰富、协调统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实现机制为目标，把现实问题与学

术问题紧密结合进行考量。亟待建立健全的若干实现机制有：领导决策及组织落实机制、制度检视及特色创

新机制、舆论导向机制、实践养成机制、激励奖励机制、总结评价和纠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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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以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

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

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

和行为习惯。”[1]33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坚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2]。

这些精神为学术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研究指明了方向。本文探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的实现机制是指：高校在大

学文化建设过程中吸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

心精神，其文化建设的主客体和相关要素之间的

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运行方式和过程

的总和。研究健全、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大学文化建设的实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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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文化建设的

辩证统一关系

善查势者明，善顺时者智。大学文化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能够在时代的洪流中不

断地融合、交互与发展，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提出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的时代要求，契合了社会主义大学文化的本

质属性，反映了大学文化发展的根本诉求。二者

具有紧密结合的内在原生契合点和辩证统一的关

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大学文化建设标定方

位。大学文化建设是为了营造高尚的大学精神氛

围，增强大学办学特色，建立良好的育人体系，

促进师生成长成才。在大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为了让大学主体形成高尚的价值

观，引导师生全方位发展，推动师生成为实现中

国梦的强大助力。从这一层面来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大学文化在根本目的和实施方向上具

有高度的一致性。总体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所标定的价值方位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奋斗

目标，而大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重要建设领域，自然也要将自身文化建设的方向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保持高度一致，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大学文化建设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大学文化建设的基

本性质。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面对当前纷扰复

杂的社会环境，在文化交流与碰撞的今天，各种

价值观念的冲击对大学文化的健康发展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度凝练的结

晶，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总纲领，也是保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正确前进方向的关键所在。大学

文化是依托于大学这一根本载体形成的，从大学

建设之初，师生就在不断实践中对社会文化和大

学自身特色进行传承与创新。大学是社会主义性

质的大学，其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也就是

为了培育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做

出贡献的人。从文化范畴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大学文化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大学文化从属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

大学文化建设的性质，也必然应该由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所决定。这既是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需要，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基本性

质的关键所在。

大学文化建设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提

供实践平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

体实践离不开大学这一重要土壤，这是由大学所

具有的特性决定的。一方面，大学是知识传承与

创新的场所，大学也因此成为了思想辩论的交流

场和理论践行的试验田，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培育提供优良的土壤与场所。另一方面，

大学师生文化素养高，具有对先进文化接受能力

强、对价值观念的传播和影响力强等其他社会群

体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基于此，在大学文化建

设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师生进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既拓展了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渠道，又能在全社会

形成以点带面、上行下效的良好学习氛围，进一

步影响社会其他群体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效果

事半功倍。

大学文化建设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培育和发展。大学文化建设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具体实践拓宽了领域，构建起了一条互融

互哺、循环联动的正向通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培育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保障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发展，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顺时而行、因时而进，增添不竭动力。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建设，必定会助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观念性的应然要求落地生

根，进而转化为现实性的实然存在；助力高校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洪流中不断地

发展向前，进而获得高度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

赋予大学鲜明的时代特色；引导处于“拔节孕穗

期”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二、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

杨先永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实现机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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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实现机制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文化建设具有辩

证统一的关系，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

学文化建设实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

化建设的实现机制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本

质要求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用

“九个坚持”来概括新时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核心要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这是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君子

务本，本立而道生。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就是“本”。

忽视或弱化对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坚持，在培养

人的根本原则上迷失了，我们为之奋斗的现代化

事业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办好中国特色并具有

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摆在首位的就是在事关办

学方向的问题上丝毫不能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就是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身

立命之根本思想，始终坚持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作为根本特征，始终掌控大学意识形态工作的领

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

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核心，更应该浸入大学

建设和发展的方方面面。只有把建立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的实现机制作为大学

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才能在对大学

生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引导中不偏离、不逾矩，才

能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

（二）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

化建设的实现机制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现

实需求

教育为国家大计，也为民生之根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障教育的健康发展，

建设教育强国，确保文化自信，离不开落实立德

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1]36。立德树人的总体要求体现了党

对人才培养的鲜明导向，是搞好教育、办好学校

的内在逻辑基本点和落脚点。人无德不立，“立德”

是大学生全面发展这一根本要求的基础，“树人”

则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最终结果，想要“树人”

必先“立德”。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键在

方向，核心在具体实践。“知”是引导大学师生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方向和根本遵循，“行”

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具体指导的主观见之

于客观的能动性活动。知行关系，是意识形态的

建构和道德基础的实践关系，知中有行，行中有

知 ; 以知为行，知决定行，行践行知。只有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贯彻到教育事业发展

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让立德树人的最终

结果成为检验大学发展和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根本

准则，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融入大学

文化建设的“行”，把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自己的使命，加快

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的实

现机制，才能在建成教育强国的道路上迈开步子、

甩开膀子。

三、当前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

文化建设实现机制存在的几个问题

摸清找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

建设实现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是探究该实现机制，

并找寻到健全、完善之道的现实依据和基础前提；

而探究获得的新的思想理论成果，必将极大促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工作。当

前我国高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

实现机制建设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

设实现机制完备程度不足

目前，高校普遍构建起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

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的机制

还不完备、不系统、不成熟。普遍出现的情形是

大部分高校挂靠和借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缺乏

系统的、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实现机制；很多高校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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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领导责任明晰、部门运行顺畅的机制；有的

高校机制运行暴露问题较多，需要进一步整改完

善；有的高校机制导向作用不明显；有的高校对

这一问题的探索刚刚起步，还没有实施相应的机

制；有的高校对此不甚重视，构建实现机制的积

极性不足，难以在大学文化的建设中贯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

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融入；还有的高校已经

开始探索并实施了一些有效机制，但尚未形成系

统完备的实现机制，还需要在大学文化建设的探

索道路上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

设实现机制特色不足

笔者通过调研发现，无论是双一流高校，具

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高校，还是一般本科高

校，乃至高职高专院校，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定位、任务规划、组织机构、人力资源配备、运

行理念、方法途径、政策措施、制度机制、指导

思想等方面，存在大同小异现象，高校自身所应

该彰显的精神特质和文化烙印比较模糊。高校办

学理念与精神文化建设方面的特色不足，难以在

学术的百家争鸣中体现自身特点，难以吸引满足

自身发展需要的多层次、宽口径人才。同样，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实现机制的

建设层面也出现了趋同的倾向，高校自身的差异

化与特色化不明显，导致各高校在目标定位、专

业学科设置、人才培养、特色优势等方面，没有

形成符合自身实际、满足发展需要的文化建设实

现机制。问题呼唤解决之道，高校要将具有自身

特色的精神图腾烙印在大学文化建设中，需要在

大学文化建设中融入创新元素，提炼大学文化独

有的特质，推动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

学文化建设的具体实现机制。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

的实现机制

以解决现实问题与学术界研究不足为中心任

务，以致力于构建内涵丰富、结构严密、功能完备、

运行顺畅、协调统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大学文化建设实现机制为目标，把调研中发现的

现实问题与文献检索研读中找出的学术界研究不

足紧密结合进行考量，亟待建立健全以下实现机

制：

（一）领导决策及组织落实机制

领导决策及组织落实机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实现机制的关键和组织保

障，在整个机制系统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1. 建立校、院两级组织领导机构，明确其职

责功能。依据工作目标、任务和各级工作人员分

工、职责，成立学校、学院及二级单位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明

确两级领导小组的职责功能和各级组织成员的分

工，确立工作指导思想和遵循原则，制定工作规

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加强落实、督导、检查、总结、

评比、表彰、纠偏等工作。

2. 建立校、院两级相应工作制度。学校和二

级单位都要紧密结合工作目标和自身实际，建立

健全科学完善的工作制度。主要包括：应以实现

目标为导向，建立制定 5 年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

计划的制度；应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建立调

度会和协调会制度；应以取得实效为导向，建立

落实检查制度；应以纠偏和提升为导向，建立研

讨会制度等。

（二）制度检视及特色创新机制

制度检视及特色创新是机制建设的原动力，

能够为机制的健康良好运行提供可靠的保障，能

够激发领导、组织、师生等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

是引领机制长效运行的关键一招。

1. 细化制度检视机制，奠定制度基础。定期

检视原有制度。以现存的大学文化建设制度为检

视的对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

建设为检视的总纲领、总目标和总要求，检视现

存制度是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对于

其中已经不符合新时代大学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制度要加以修订、完善，把社

杨先永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实现机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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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追求、价值引领渗透其

中。检视制度的整体协调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实现机制是由一项项具体的

制度安排所组成的，不同的制度协调发挥作用才

能构成高效运转的有机统一体。所谓牵一发而动

全身，每一项制度在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同时，在

整个实现机制中还发挥支撑、配合、协助其它制

度发挥作用的功能。对实现机制的检视，务必注

重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确保健的各

项制度发挥作用。

2. 落实制度创新机制，提供制度保障。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实现机制的各

项制度创新，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大学

文化建设的期盼、目标和要求，始终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统领与指导，始终坚定地担当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政治责任和义务，将先进的

文化理念、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贯穿于制度创新

的整个过程及各个环节之中，实现制度机能和组

织效能的最大化。同时，将对师生的人文关怀融

入到实现机制的各项制度创新中去，实现制度的

人性化和创新性的高度融合。实现机制的各项制

度的核心主体是大学师生，要充分尊重制度主体

对自由、情感、理想的追求，铸就含有“人情味”

的制度。力争做到既有约束又有激励，既有严肃

气氛又有生动气息，既能体现崇高、无私、勇担

重任的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又激发大学生自

觉将个人理想升华到为国家和民族奋斗之中。

3. 融入大学建设特色，彰显制度活力。坚

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认识每一所大学的文化建设的特殊本质和规律，

才能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

现机制的特色制度创新，保障机制与学校自身发

展的融合匹配，就要以学校、学院自身发展的实

际为基础，考虑好自身发展的难点和薄弱环节、

大学师生在学习和工作中面临的压力和问题，将

学校自身的办学特色体现到机制的制定和运行之

中，融入到机制的方方面面。同时，妥善处理好

各种关系 , 借助制度的外显条件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到大学建设的细微之处，融入到大

学师生的行为准则、价值标准之中，把学校自身

文化特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统一起来，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渗透

到学校教育教学之中，体现在学校日常管理之

中”[3]95。基于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

文化的实现机制才能在时代的发展之中愈发彰显

活力。 

（三）舆论导向机制

舆论导向机制是指校园舆论各构成要素以实

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为目标 [4]4，相

互联系和作用，发挥引领和导向功能所形成的机

构、规章和运行模式等的总和。是实现机制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借助新媒体，营造舆论氛围。习近平强调：

“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

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

代感和吸引力。”[5]378 要进一步加强对校园网站、

QQ、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宣传阵地的利用，

要利用大数据选取新时代学生最感兴趣的热点问

题，组织宣传人员对新媒体的栏目和内容进行精

心编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巧妙的贯

彻其中，定期更新，以正面的言行、接地气的表

达形式，润物无声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到舆论宣传中去。同时，建立网上不良信息监测

长效机制，强化对大学生所接触和发表的内容的

监测，主动把握舆论方向，提高提前预警、及时

处理和后期跟进的能力，引导大学生形成自觉抵

御错误思想和不良风气的判断力和抵抗力，让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大学生构筑思维防线、培

育正确价值观的一把利剑。

2. 大力宣传正面典型，发挥榜样作用。见贤

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充分发挥舆论导向

作用，就是要深入挖掘榜样典型的示范作用，定

期开展优秀党员、优秀教师和优秀大学生的评选

和先进事迹的宣传活动，利用新媒体讲先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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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讲传统、讲精神，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感人事迹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进行宣传和

展播，以期在高校内部营造争做优秀的良好氛围，

形成上行下效、你追我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良性竞争局面，帮助大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 用好网络新课堂，联结社会大课堂，深入

挖掘思政课程价值因子。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

和亲和力、针对性”[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推进

思政课改革创新，在建设好传统思政课堂的同时，

与时俱进地建设好网络新课堂，着力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中 5[7]；要联结社会大课

堂，充分发挥好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博

物馆的育人功能，与学校共建思政课实践教学基

地，拓展新思路，尝试新方法，充实新内容、让

思政课鲜活跃起来，奏响强力主旋律。

（四）实践养成机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特有的存在方

式，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6]09。理论

的生命力在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应

用到大学生学习、生活实践中去，才能真正被他

们理解和接受，才能真正完成其使命、体现其价

值。实践养成机制体现着实现机制系统的生命力。

1. 搭建践行平台，建立实践长效机制。要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应以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活动内容，打造大学校

园文化品牌，形成一系列品味高、格调好、精品多

的校园文化创新活动，繁荣丰富校园生活，在实践

中砥砺大学生的品格、巩固他们的价值观 [7]9。积

极构建大学与社会团体畅通的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桥梁，例如大学生志愿者服务、

大学生寒暑期三下乡活动等，增强大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和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意识，积极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积极参与国内外大学文化建设交流活动，

不断完善文化建设交流机制。大学文化建设具备

大局观、时代观和远大的战略视野，方能在高水

平、全要素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中不断发展向

前。大学可通过积极参与多形式、多层次的国内

外高校文化建设活动，借鉴吸收不同大学文化建

设的经验教训，规避可预见的机制运行短板。以

夯实文化建设基础为前期要旨，以巩固文化建设

成果为达成手段，努力拓展文化建设途径，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始终，逐步增强大学文化

建设的多样性和创新性，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文化建设交流中彰显其价值和意义。同时，在

文化建设交流活动中，将机制建设实际成果反复

检验，不断形成、完善相应办法和制度。

（五）激励机制

制定实施激励机制是确保机制运行充满生机

活力，确保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其中的必要手段，

要在制定规章制度时引入激励机制，“既要重视

物质激励，也要看到精神激励的重要性”[8]308，

在积极的氛围中保持机制的健康运行。激励机制

在实现机制系统中发挥号召动员、鼓舞干劲的作

用。

1. 评先树优。编制完善的评先树优活动方案，

包括活动的指导思想、目的、评选的范围和名额、

条件、时间和办法等具体实施细则，活动可分为

推荐、评选、公示和表彰四个阶段进行，对每一

阶段的进程都要及时做好宣传。在每年的年终工

作总结反馈阶段成立专门的评选小组，负责评选

工作，评选结果报学校党委审定后，在新媒体、

思政课堂、校园网、校园 LED 大屏幕等公示和宣

传。

2. 建立相应的激励制度。激励包括物质和精

神两个层面，物质方面主要包括奖学金、助学金

和部分实物等，用于表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大学文化建设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集体和

个人，可激发全体成员更为强烈的干事热情。精

神层面的激励主要包括表扬信、通报书、LED 屏

幕表彰、颁发荣誉证书等方式，同时可以与师生

杨先永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实现机制探究



·7·总第203期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

评优相挂钩，营造“学优、争优”的氛围，“引

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

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9]。相应的，要

建立激励奖励专项经费投入制度，确保经费投入

有保障，投入及使用透明、公开，接受监督。

（六）总结评价和纠偏机制

总结评价和纠偏机制主要包括总结评价机制

和纠偏机制，是整个实现机制系统中的有机组成

部分，在实现机制系统中发挥着保证工作科学高

效、方向正确的作用。

1. 总结评价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

学文化建设的融合程度，获得认可和支持的程度，

以及是否由外部推动转化为内部驱动力等问题，

都需要一套完善的总结评价机制来给以明确的回

答，并以此作为组织领导机构开展工作的风向标。

大学可以立足自身定位和实际，制定总结评价的

考核指标，由于机制的运转是一个不断磨合的动

态过程，因此需要制定人性化的总结评价制度，

保证考核指标与实际情况相适应，并不断修改和

完善。具体的总结评价机制可以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学校宏观层面的总结评价机制。主要评价学

校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实

现机制的整体效果，评价细则应当包含以下几个

方面：学校为机制的实现所搭建的活动平台是否

高层次、多样化；机制的制度创新是否与时俱进、

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机制的实现方式、途

径是否做到了创新和发展；教职员工在机制的运

行当中参与度和满意度是否达标；其他社会组织

对实现机制的认可程度等。二是学生个体层面总

结评价机制。主要评价学校文化建设的相关工作，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特别是在机

制实现过程中大学生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成果。主要评价细则应当包含以下几个方

面：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熟识度、认

知度和认同度；大学生是否在机制的运行当中，

接受到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以及接受

程度；大学生对活动的参与度；大学生参与机制

的方式是否多样化；大学生是否在机制中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于行、内化于心等。

2. 纠偏机制。纠偏机制就是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实现机制的实施过

程中的实际情况与总结评价得出的结论进行检查

和评估，验证目前的实践成果是否与原定计划、

目标相一致，如果存在不同或差距，及时制定并

采取措施补救。具体实施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步骤

进行：一是查偏、寻因、纠偏。要广泛开展检查

和调研，查找机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总结

分析原因，及时形成整改意见，对其中实施效果

不显著或者预期不达标的工作方案和制度进行及

时的调整和修正，形成总结和整改方案。校领导

小组根据总结及评价结果的报告，特别是依据整

改方案指出的偏差、问题以及纠偏措施和整改意

见，再次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和调研分析，集思

广益，最终确定具体的改进实施方案，下达纠偏

指令。学校各相关组织根据纠偏指令，在全校贯

彻落实。二是形成动态纠偏循环机制。在学校各

相关组织根据纠偏指令，落实纠偏整改方案的过

程中，领导小组要及时组织纠偏指令和整改方案

落实“回头看”，塑造由机制运行到总结评价，

再到机制纠偏，最后再运行的动态循环纠偏机制，

确保纠偏机制在运行过程中螺旋上升，持续健康

有序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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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into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Integra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Culture

Yang Xianyong  Wang Dawei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Jinan 250101, China)

Abstract: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integra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university cultural construction refers to the 
spiritual core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bsorbed by universities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sum of the 
interdependence and influence between the subject, object and relevant elements of its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operation 
mode and process. There is a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univers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The explo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is mechanism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adhering to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of running 
a school, and also the practical demand of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The central task is to solve practical and academic problems, and the goal is to build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cultural construction with an abundant connotation, coordinated and unified socialist core value.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academic problems, we shoul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following realization mechanisms immediately: 
leadership decision-making, organization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system inspection, innovation mechanism,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mechanism, practice cultivation mechanism, incentive and reward mechanism, summary evaluation and correc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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