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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美丽心灵的时代源泉
杜育敏 王泠一

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社
区以及社会各界，都应该把“德
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都应
该把核心价值观视为美丽心灵

的时代源泉和国民教育的精神

坐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方

面，探索出新的路子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少年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 是中华民
族的希望；各方面要共同努力，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

在学生们心中生根发芽、 真正
培育起来。 要实现这一战略目
标， 总书记又进一步指出：家
庭、学校、少先队组织和全社会
都有责任。这些论断，是我们今
后一个时期基础教育以及德育

领域的根本性指导方针。

正视相关德育实践模式在

核心价值观培育上的局限性

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积
极酝酿到完整地提出已经有相

当一段时间。 不过， 从一些地
方、 学校的未成年人相关德育
实践案例来看， 其承载空间主
要集中在学校思政或时政课

堂、 其活动载体主要偏重于少
先队组织的一些传统仪式。 以
笔者的观察角度， 此类实践模
式一方面没能够打通学校以及

少先队组织和家庭、 社会之间
的纵向联系， 另一方面在学校
内部没能打通“德、智、体、美”
各个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 因
此， 在事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育的实际效果上是有局限

性的。 这些局限性具体地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家长群体中存在着
轻视“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不良
倾向。 如在不少所谓的“虎妈”
眼中： 孩子的学科成绩是第一
位的， 一旦考试分数或成绩排
名有所波动就烦躁不安；为“升
学而学习”、“为择校而补习”，
甚至替代了为 “中华之崛起而
努力”； 在孩子的人格追求方
面，“高、大、上”屏蔽了“真、善、
美”；在微信、微博等虚拟空间，
西方教育理念被放大到 “崇高
地位”。一些家长在接受调研时
还声称： 除非和中考、 高考挂
钩，否则不会去背“24个字”。

第二，社会层面的“核心价
值观”典型宣传虽然有效，但和
学校德育层面之间缺少积极互

动。如在大城市，中小学生自然
生活在各自住宅的小区里，尽
管一些对居委会干部先进典范

的深度报道从新闻角度是很成

功的，对基层干部的“劳动美、
中国梦”确实阐释得很具体、很
生动，但对孩子们“少年梦牵手

中国梦” 的积极影响却十分有
限。同时，主流媒体积极报道的
那些正能量代表， 也因工作繁
忙、分工不同等原因，很少能够
像当年雷锋同志那样 “主动走
进、走近少先队工作”。

第三， 不少学校少先队工
作本身灌输性和说教性过强，
发挥未成年人自我教育的主观

能动性不够。 当下很多城市的
中小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普
遍由 “85 后 ”、甚至 “90 后 ”担
当。这支队伍洋溢着青春活力，
在学校工作范畴和未成年人的

情商关系也可以互动到 “大哥
哥”、“大姐姐”等亲密层面。 但
和前辈少先队工作者相比，在
德育领域的人文素养方面显然

还有待提高。

打通家、校、社会间的纵向
联系及学科间的横向联系

有鉴于此并对照总书记的

战略要求，笔者建议核心价值观
培育可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探索：

首先，家、校双方共同缔造
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联合主场，
增强家庭的德育自信。 毫无疑
问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
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
家长要时时处处给孩子做榜

样，用正确行动、正确思想、正
确方法教育引导孩子。 要善于

从点滴小事中教会孩子欣赏真

善美、远离假丑恶。 ”学校则完
全有必要积极运用家长会、家
委会、网络信息平台等机制，及
时交流、共同观察孩子的“思想
动态和行为变化”，经常性地做
好价值引领工作。

其次， 加强社会尤其是社
区和学校之间在核心价值观领

域的互动合作，鼓励先进典范承
担合理的社会责任。无论是德育
学习还是课余生活，学生、教师
以及学校本身都存在于社区；师
生们、 家长们也通过网络信息、
传统活动与社会相联系。 因此，
“真善美” 的活素材和中国梦的
正能量都来源于社会和社区。我
们全社会已经拥有先进人物、先
进典型的发现机制和表彰机制，
为什么不乘势利导地让这些人

格化的核心价值观走进学校、走
近孩子，来丰富未成年人的德育
视角和具象认知呢？ 同时，从社
区工作的角度来看，我们一些大
城市已经能够建设 “30分钟公
共体育圈” 和 “公共文化生活
圈”，为什么不能社、校联合打造
公共德育圈呢？

最后， 应该提倡少先队组
织和青年教师群体提升德育实

践活动的水准， 合理探索未成
年人自我教育的能动路径。 实
践出真知、 体验助记忆，“要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

容熟记熟背， 让它们融化在心
灵里、铭刻在脑子中”，还需根
据少年儿童的年龄、 特点及其
喜闻乐见的形式， 来激发其自
我教育的主观能动性。 如完全
可以运用歌舞、书法、动漫、辩
论以及主题演讲父辈故事等有

效表现形式， 并结合教材与课
外读物，来阐述和传颂先贤、先
烈以及身边先进、 社会榜样的
事迹与品质， 以期从中获得向
上向善的启示并进一步养成见

贤思齐的习惯。
总之 ，无论是学校 ，还是

家庭、 社区以及社会各界，都
应该把“德育放在更加重要的
位置”， 都应该把核心价值观
视为美丽心灵的时代源泉和

国民教育的精神坐标。 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培育方面，探索出新
的路子来。

解读

向打“假官司”亮剑
最高检发布民事检察指导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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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脚下的樱桃进入丰收采摘季。 近年
来，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下港镇、黄前镇等乡镇充分利用绿
水青山发展林果经济。如今，樱桃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图为昨日，果农在采摘樱桃。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新华社北京 5 月 22 日
电（记者 白 阳）想通过恶意
串通等形式打“假官司”谋取
非法利益？ 针对这种妨害司
法秩序的行为，司法机关“亮
剑”了。 22 日，最高人民检察
院发布 5 件检察机关查办民
事虚假诉讼的指导性案例 ，
这是最高检首次发布民事检

察指导性案例。
据悉，2017 年至 2019 年

3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监督民
事虚假诉讼案件 5455 件，其
中 2017 年 办 理 1920 件 ，
2018 年办理 2883 件 ，2019
年第一季度办理 652 件 ，上
升趋势明显。 根据统计数据，
所办理的生效判决、裁定、调
解书监督案件主要集中在民

间借贷纠纷、 房地产权属纠
纷、追索劳动报酬等领域。 在
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的

3927 件案件中， 借款纠纷达
2199 件， 占全部监督案件的
56%，劳动合同纠纷和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分别为 474 件和
169 件。

在此次发布的指导性案

例中，有的当事人恶意串通、

虚构债务，骗取法院支付令，
并在执行过程中达成和解协

议， 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侵
占国有资产； 有的当事人伪
造证据、虚构事实提起诉讼，
骗取法院调解书以达到转移

公司资产目的； 有的当事人
恶意串通、捏造事实，利用虚
假公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经过检
察机关监督， 这些案件已得
到纠正， 相关责任人也被追
责处理。

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

表示， 在全国各级检察机关
的共同努力下， 虚假诉讼监
督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
“发现难”“查证难”“监督难”
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监
督能力偏弱、 监督手段不足
等因素仍不同程度制约检察

监督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
下一步， 检察机关将更加突
出虚假诉讼监督工作的问题

导向，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

一， 为切实维护司法权威和
司法公正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