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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receiving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students will enter society, participate in corresponding positions and become pillars 
of Chinese society. This requires students to form the correct concept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before leaving school, so that students can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society and make bet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 The history cours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
tion is a cultural foundation course, through history, students can develop correct concepts and help students adapt to social 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aper mainly explores how to cultivat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histor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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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中职历史教学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策略　
曾德辉　

广州市艺术学校，中国·广东 广州 510520　

摘　要

接受中职教育后，学生就会步入社会，参与到对应的岗位中成为中国社会的栋梁。这就需要学生在出校门之前，形成正确的
观念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才能符合社会的发展需求，更好地为国家做贡献。中职教育的历史课是一门文化基础课，
通过历史可以培养学生正确的观念，帮助学生适应社会文化、经济发展。论文主要探究中职历史教学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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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从小抓起，从学校

抓起。我们应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造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样我

们国家向心力才会更强，中国人民才能更加团结，才能积极

为社会主义发展做贡献。中国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其中有

着太多的文化和精神传承，在中职教育中，历史学科是一门

基础教育学科，教师应当借助历史教学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精神对

学生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2 中职历史教学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

要性

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主、和谐、自由、富强、

民主、平等、法治、诚信、爱国、敬业、友善、文明。中国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美符合时代的发展需求，每个人民

都应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到自己的行动之中。中职

生正处于一个较为特殊的阶段，他们的三观正逐步形成，有

了一定的个性却尚未成熟，通常有着自己的梦想，却在中职

学校的显示面前败下阵来，这时中职生普遍比较迷茫，提不

起学习的动力，有的学生三观扭曲，这时候需要利用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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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友善、敬业的教育进行熏陶，而这些教育正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符合如今时代的发展，也传承着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包含四项基本内容：弘扬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具有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促进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建设。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也是素质教育的基础，要想让中职生获得更加健康

的发展，就需要中职生能把这些价值观真正的记在心里，并

将之转化为行动，真正发挥它们的作用。因此，这就要求中

职生在历史学科中畅览优秀文化，学习其中的精神，逐渐形

成正确的观念。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专业型的高素

质人才，毕业生应当具有足够的专业技能水平，具备正确的

观念以及思想道德，这对学生目前的状态以及日后的发展有

着积极的作用 [2]。

3 中职生核心价值观缺失的表现

中职院校中缺乏对学生价值观方面的引导与教育，学生

的思想又尚未成熟，当学生步入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就很容易

失去初心，不仅会让学生的思想陷入迷茫状态，也容易让学

生在社会环境中受到不良诱惑做出不良的行为。这就是因为

学生没有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是形成了金钱为主的

观念，学生很容易在金钱的诱惑下做出不当的行为。

此外，许多中职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受到了打击，在学习

方面以及理想、规划方面都是一头雾水，自己也就自暴自弃。

有的中职生沉迷于网络小说，有的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之中，

这些都是中职学生目光短浅的表现。他们在吃穿用度上进心

攀比，这些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

4 如何在中职历史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1 对爱国主义教育进行渗透

历史教材中许多内容都是与爱国主义相关的，这是我

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质疑，培育中职生浓厚的爱国

主义情怀能让中职生的生活更加积极，促进中职生的健康

成长 [3]。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正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之中，且还

是一个封建制的国家。在 1840 年中国被英国用武力敲开了国

门，中国就此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又经历了侵华

战争，中国社会的发展之路显得极为坎坷。但是每当在民族

的存亡之际，都有太多的英雄挺身而出：林则徐“虎门销烟”；

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李鸿章等人开展“洋务运动”；

孙中山先生推行“三民主义”。正是这些英雄将爱国主义践

行到了实际行动之中，为中华历史谱写了一部爱国主义诗篇。

但是在当时存在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因此未能引领民族走向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为我们国家民主主义革命开

辟了新阶段，中国也获得了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之后，中

国就一直处于经济、文化、科技的飞速发展阶段，中国在国

际上也逐渐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力以及话语权。事实证明，社

会主义的发展是正确的，共产党的领导是英明的。在中国共

产党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中国梦”的宏伟目标，

这正是需要我们中华民族青少年为之发展的目标，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必须秉承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职教育中，

学生都是未来国家建设的基础，他们都会为国家建设献出自

己的力量，因此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要不断渗透爱国主义思想，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形成正确的道德意识。

4.2 对历史人物学习进行渗透

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对周围的人进行模仿，他们会

首先模仿自己的父母，首先是行为，然后是语言，最后是思想。

在整个人生中都是模仿和学习的过程，中职生阶段思想还不

成熟，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引导，让学生对一些杰出的历史

人物进行分析与评价，然后在历史人物的实际中逐渐模仿和

学习这些历史人物的精神，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观念，这也

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教学方式。

教师可以选取一些优秀的历史人物，如“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的卧龙先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范仲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

“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陆游、“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

的岑参以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总理。这些人

为了国家都能舍生取义，学生能在这些优秀的历史人物身上

慢慢学到民族的传统精神，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得以发扬，形

成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地全身心投入国家建设

发展之中。

4.3 对历史事件分析进行渗透

在中国历史中有许多事件中都能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影子，对这些时间进行分析，能让中职生明白如何将这

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艰辛到实践之中，并且在这些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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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过程中，学生就能逐渐体会其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例如，张骞出使西域，中国形成了丝绸之路，这不仅是

一条商业贸易的路线，也是民族之间友好交流的路线；班超

出使西域，也是中国进行外交的重要历史事件，巩固了民族

之间的外交；开通大运河，中国的运输沟通了南北，国家的

发展更加兴盛；王安石变法，变法的核心是加强国家的生产、

富国强兵，然而不符合当时朝代的局面被迫告终；郑和下西洋，

七次下西洋的实践对明朝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这些事件的形成就是中国传统精神的具体体现，他们不畏生

死为国家献出自己的力量，将传统精神真正体现到了实际行

动之中，这为学生的学习和精神内化提供了充足的借鉴。

5 结语

综上所述，中职教育中历史教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

应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教学过程中来，为学生进

行适当的引导，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民族传统精神的教育以及时代精神的

教育。让学生能在走出校门之后成为一名合格的符合社会需

求的高素质专业人才，让中职生成为中国的栋梁之材，为国

家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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