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十八

大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讲清楚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走向，讲清

楚中华文化的价值特色创新，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和

价值观自信。因此，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在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和制度自信的同时，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显

得尤为重要。

一、文化自觉与自信承担着建设核心价值观
的重任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

前进。”[1]共产党人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率先垂范

的主体。共产党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充分体现和反映了我们的民族、国家、政党

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根本任务。

(一) 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凝练了核心价值观

文化自觉是指一定主体对文化的认识、觉醒和

觉悟的体现。文化自觉体现了共产党人对文化地

位作用的深度认知，是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和创造

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自觉体现了共

产党人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理性把握，对文化多样

性、长期性和阶段性的认识不断深化。文化自觉体

现了共产党人对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责任担当，承担

起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

责任。毛泽东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

没有灵魂。”[2]中国共产党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对国家、社会、公民应该遵循的

最基本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进行概括

总结提高，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自我觉醒、反思和

创新的高度文化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是为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战略决策，具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正处在

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的进程中，各种价值观念相互交织，各种社会思潮

纷繁复杂。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凝

聚人心、引领思潮，培育大众认同的理想信念和道

德规范，必须拥有居主导地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核

心价值观，用主流价值观引领社会价值取向，统一

规范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为。当今世界，思想文化

交流交融交锋日趋激烈，面对新形势下思想意识多

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和价值观的新较量，中国共产

党急需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

主流价值观念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家的

文化软实力。文化自觉的行动主体应该由党员干

部带头率先垂范，广大党员自觉挖掘优秀传统文化

的时代价值，自觉宣扬和实践核心价值观，能够带

动人民大众接受核心价值观，并自觉践行中华文化

精髓，形成适合中国特色的主流文化和价值取向。

(二)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践行了核心价值观

文化自信是指一定主体对自身文化的坚信热

爱。文化自信体现了共产党人对优秀传统文化价

值的肯定，面向未来不忘本，珍惜党领导人民创造

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文化。体现了共产党人对

优秀传统文化优势的确认，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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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实践和时代发展潮流的深刻把握。体现了共产

党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坚信，对中华文化的

发展道路、发展前途和发展目标充满信心。文化自

觉与自信是为了文化自强。“文化自觉、自信、自强

不仅相互区别，而且内在关联。”[3]有什么样的文化

自觉与自信就有什么样的文化自强，而文化自强把

文化发展的必然性从内在的形式外化为现实的形

式。中国要成为世界文化强国，必须从文化自信抓

起，寻找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内核，教育引导人

民群众对中华文化的珍惜和喜爱，加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建设，抓住优秀传统文化中真善美的本

质，从中汲取营养，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提高文化

软实力，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随着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入，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人民群众对精神信

仰、伦理道德、社会风尚的关注度空前高涨，对理想

信念和价值理念的归属感要求强烈。人生需要理

想信念驱动，社会需要价值目标引领，发展需要价

值取向导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三个倡

导”，顺应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时代要

求。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

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4]党和国家高

度重视文化强国战略，重视理想信念、道德底线和

主导价值的培育，重视法律法规、道德准则的建设，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建设当

代中国的兴国之魂和人民群众的精神之钙。邓小

平同志指出：“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

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

义”[5]。树立文化自信，增强价值观自信就是为了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只要广大人民群众瞄

准目标，艰苦奋斗，我们就将拥有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优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

全球东西方文化交织渗透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特有的怡情养志、涵育文明

的重要作用。

(一)优秀传统文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供深厚源泉

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体

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和丰厚滋养，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基础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立足之地，为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深厚

的源泉。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得到全面的认识、领会

和探究，它的优势、价值和影响力应该得到充分的

挖掘，使它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有机结合，与人类的

最新文明适应协调，使它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核心价值观的向心力、凝聚力、感召力和生

命力决定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事关国家改革发

展、繁荣富强急需的精气神的凝聚。“社会主义本

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核，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体现。”[6]培

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要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

从中汲取营养，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民族

的文化基因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做到以文化人育

人。不忘历史、不忘根本才能更好地展望开拓未

来，善于继承创新才能更好地改革发展，才不会

割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只有经过创新转化，才能实现其应有的文化价

值。因此，要本着科学、客观、礼敬的态度，充分

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加强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

影响力、感召力和生命力，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供涵养源泉。

(二)传统美德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

供精神支撑

道德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与社会关系的基础。

崇德向善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社

会和谐发展的强大动力。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

立。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蕴含着

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

华传统美德，要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和道

德素质，要对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进行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育崇德

向善的强大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代条件下，仍然需要倡

导崇高的道德理想作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撑。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

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

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7]要大力开展形式多

样的道德教育实践活动，激发人民群众积极向上优

良品质和崇德向善的道德意愿，培育良好的道德风

尚。要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培育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民群众准确判断是非优劣、

美丑善恶，维护道德尊严。推进中华传统美德建

设，要提倡修身养性、道德自律，要调动社会、学校、

单位、家庭等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坚决抵制道德不

良现象，通过开展生动活泼的道德教育实践活动，

推动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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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牢固树立优秀传统文化自觉与自信，不断

增强价值观自信
树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在增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中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我们要加大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力度，

通过梳理，把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萃取出来，赋

予新的时代内涵，作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

应、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当代表达，让优秀传统文

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而奋斗的今天不断发扬光大，真正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这个宝库开掘好、利用好。

(一)立足优秀传统文化自觉，不断增强核心价值观

自信

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久远，深深扎根于亿万人民

的内心最深处。增强价值观自信必须立足于优秀

传统文化，继承创新，推陈出新，与时俱进。传统文

化中有经历史的延续而积淀下来具有厚重价值的

民族基因，如对道德价值的深刻认识、对精神文明

的追求、对待人生态度积极向上等，这是传统文化

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具有重大影响的本质所在，也

体现了在新社会条件下的重要时代价值，应该予以

继承发扬。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成就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的摸

索，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拥有大众认同的理想

信念、道德规范和先进的价值理念，建设占据主导

地位、能够引领社会思潮的核心价值观，形成主流

价值观念，引领社会价值取向，凝聚人心，集聚力

量，统一人民大众的思想和行为。能够给我们自觉

和自信的文化，是经过新时期审视而仍然具有活

力、能够给予我们精神力量和价值指引的优秀传统

文化。因此，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和研

究普及活动，充分利用大中小学的各种教育资源，

在国民教育中注入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和基因，达

到陶冶情操、汲取优秀的历史营养、启发创新思维

的目的。要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

的主要内容，讲清楚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走

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价值理念和特色创造，不断

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一个民族的文化能

否实现自觉与自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传统文化

扬弃的客观与科学程度。”[8]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必须是创造性的，发展弘扬必须是创新性的，对历

史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本着古为今

用的原则予以鉴别对待，本着推陈出新的原则予以

扬弃继承，更好地用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财富来文

化育人。要大力实施优秀文化传承工程，围绕中华

民族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中国梦的实现，制定规划，重点扶持，推出一批

弘扬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价值理念的文化精品。

文化产品的创造要反映我们国家的历史，要代表先

进的文化方向，要充分反映具有中华民族坚强骨气

和深厚底气的精气神。要重视传统节假日的宣传

教育功能，丰富内涵，营造氛围。要开展移风易俗

活动，不断创新民俗文化形式，培育适应时代发展

的民俗新风尚。增强价值观自信要从青少年抓起，

建好思想政治教育基地，大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少年的人生航向，使

广大青少年内心认同核心价值观，自觉从行动上践

行核心价值观。要充分发挥政策导向功能，营造有

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政策环境，通过法

制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增强价值观自信。

(二)树立优秀传统文化自信，不断增强核心价值观

自信

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揭示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科学性。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受到西方

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挑战，受到非马克思主义价值取

向的腐蚀，体现了一些负面效应，我们必须树立高

度的价值观自信，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价值观自信

的提高，要继承弘扬传统美德，广泛开展宣传普及

和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加大基本道德规范的普及力

度，引导人们把高尚的道德理想作为追求目标，不

断增强道德责任感，提高价值判断力，使人民群众

的道德水平和思想境界得到提升，夯实思想道德基

础。要大力开展道德模范的评选表彰活动，加强先

进典型的宣传力度，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

围。要加强廉洁价值理念教育，营造崇廉洁鄙贪腐

的良好社会氛围。价值观自信的提高，需要深化道

德教育实践活动，特别是要加强诚信教育、勤俭教

育、孝敬教育和志愿服务活动。第一，加强诚信教

育。为人处事的道德底线和道德建设的基础是诚

信。要大力开展诚信教育，深入开展诚信创建活

动，让讲诚实、重信用、守承诺深入人心，营造守信

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加强诚信制度

的建设力度，把诚信作为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

的重要原则，培育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围。第

二，加强志愿服务。要把志愿服务和学雷锋活动结

合起来，探索一套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的有效制度，

促进学雷锋和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在全社会弘

扬和倡导志愿精神，以社区、村居为依托，以关爱留

守儿童、孤寡老人、残疾人和困难职工群众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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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设计和安排各种各样的志愿服务活动。第三，

提倡勤俭节约。江泽民同志指出：“要在全党全社

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

费、奢侈挥霍为耻。”[9]要大力宣传中国人民勤劳节

俭、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和崇高品格，组织开展全

民参加的节水节电、节约食品、反对餐桌浪费活动，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要贯彻八项规定精神简化接

待，推行餐桌光盘行动，学校、社会、家庭在勤俭节

约方面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树立榜样，让孩子们从

小就知道节约光荣、劳动光荣，浪费可耻、懒惰可

耻。第四，加强孝敬教育。要弘扬孝道精神，提倡

尽孝心、献爱心，引导树立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和

长辈的关爱之情，不断培育孝顺父母和尊敬师长的

优良品质。要顺应现代社会家庭结构和组织的巨

大变化，开展孝亲敬老活动，加强家风家教建设，让

中华民族的孝道精神、尊敬师长和长辈的传统风尚

代代相传。

综上所述，树立优秀传统文化自觉与自信，在

增强价值观自信中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我们要

立足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从中汲取营养，充

分利用这个宝贵资源，不断增强价值观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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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 Value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fidence of
Outstang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Enhancing Value Self-confidence

HUANG Shu-zhen
(Fujian Z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Abstract: The profound Chines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basis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o get a firm

foothold during the courese of interation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s. Establishing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fidence of Chines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important era value in enhancing self-confidence of

socialistic core value. This paper, taking cultivating and practicing socialistic core value as the principal line, deeply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essence and era value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fidence of Chines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n puts forward ideas for enhancing value self-confidence.

Key word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e self-consciousness; culture self-confidence; value

self-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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