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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框架下齐文化当代教育价

值应用研究 
刘帅 

（淄博职业学院  山东淄博  255314） 

摘要：本探究着眼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齐文化间的内在关联，深度探寻齐文化理念里的核心价值观元素，积极寻觅其于
当代教育中的运用途径。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添新动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范畴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经对齐文化中以民为本、和谐公正、爱国敬业等价值观念的解析，以及对齐派法家、商埠文化等不同流派与形态价值观的研
究，提出涵盖课程教材体系构建、教学方法革新，到结合大学生思想特性开展教育实践等一系列应用策略，期望借此丰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内涵，提升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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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文化传承与教育发展紧密相连。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精神命脉，承载着民族的历
史记忆与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当代社会的主
流价值导向，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
二者一脉相承。齐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历经数
千年的发展演变，积累了丰富而独特的价值理念，这些理念不
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风貌，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
凸显，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齐文化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框架下的当代教育价值，不仅有助于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还能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创新思路，提升教育
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对于培养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正确价值观
念的新时代人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淄博市作为齐文
化的发祥地，拥有丰富的齐文化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齐
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为进一步
挖掘齐文化的当代教育价值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齐文化的内在联系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与齐文化的契合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系统

地阐述了当代中国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追求，这与齐文化在诸多
方面存在着紧密而深刻的契合之处。 

在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而齐文化中的 “以民为本” 思想与之
高度呼应。齐文化强调君主治理国家应当以百姓的利益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只有让百姓富足，国家才能繁荣昌盛。例如，管
仲在辅佐齐桓公时，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政策，如发展
商业、改革税制等，使齐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百姓生活
水平显著提高，国家实力不断增强。这种以民为本的理念，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国家繁荣富强、人
民幸福安康的理念完全一致。它提醒着当代社会，在国家发展
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关注人民的需求，保障人民的权益，让人
民共享发展成果。 

在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是构建和谐社
会的重要价值取向，齐文化的 “礼义” 精神和法治观念与之
相符。齐文化重视礼仪规范，认为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
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仪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
重要准则。同时，齐文化也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法律
来规范社会秩序，保障公平正义。在齐文化的影响下，齐国建
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惩处，确
保了社会的稳定和公平。这种对礼仪和法治的重视，为当代社

会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是每个公民应

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齐文化所倡导的仁爱、诚信、敬业等
品质与之高度契合。齐地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深厚
的爱国情怀，为保卫家园、建设国家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同时，
在各行各业中，人们秉持敬业精神，对工作精益求精，力求做
到最好。在人际交往中，齐文化强调仁爱和诚信，倡导人们相
互关爱、诚实守信。这些优秀品质，为培养当代大学生的良好
道德品质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和文化支撑。        （二）
齐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齐齐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庞大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
地位，它是齐地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的智慧结晶，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丰富的内涵，广泛涵盖了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齐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
使其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齐文化不仅孕
育了众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如管仲、晏婴、孙
武等，这些思想和智慧，丰富了中华传统思想的宝库，为后世
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挖掘和弘扬齐文化，有助于丰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内涵，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齐文化传承发展的引领作
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指明了方
向。在当代社会，齐文化的传承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必须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
使齐文化在传承过程中能够去粗取精、与时俱进，更好地适应
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通过将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相融合，不仅能够让齐文化在当代社会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还能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增强其文化根基和吸
引力。齐文化中的丰富历史故事、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可以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和宣传提供生动的素材，使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加深入人心。 

二、齐文化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要素 
（一）从齐文化视域分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之

处 
1、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齐文化中始终贯穿以民为本的思

想。从政治治理上看，注重保障百姓的基本权益，认为 “政之
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种理念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 “民主” 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强调人民的主体
地位，为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提供了历史借鉴。
在教育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齐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引导学生
理解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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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思政课程中，可以讲述管仲改革中关注民生的具体措
施，通过这些案例，让学生认识到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
更是一种保障人民权益、关注人民需求的理念，激发学生参与
社会事务、为人民服务的热情。 

2、和谐与公正的追求：在人际关系方面，齐文化强调仁爱、
友善，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仁爱” 思想在齐文化中
有着丰富的体现，如晏婴主张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
倡导统治者要关爱百姓，与百姓同甘共苦。在社会治理中，齐
文化注重公平分配资源，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这种对和谐与公
正的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和谐”“公正” 的价
值目标相契合。在教育过程中，可以通过讲述齐文化中关于和
谐与公正的故事和理念，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关爱他人
的品质以及公平竞争的意识。 

3、爱国与敬业的精神传承：齐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爱国情
怀和敬业精神。历史上，齐地人民为保卫家园、建设国家做出
了重要贡献，展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
多次抵御外敌入侵，齐地百姓积极参军参战，为保卫国家的安
全和领土完整不惜牺牲生命。在各行各业中，人们秉持敬业态
度，精益求精。齐地的工匠们对技艺有着极高的追求，他们制
作的青铜器、陶瓷等工艺品精美绝伦，体现了高超的技艺和敬
业精神。这种爱国与敬业的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爱
国”“敬业” 的价值准则相呼应。在教育实践中，可通过对齐
文化中爱国人物事迹的讲述，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通过介绍
齐地工匠的敬业故事，培养学生对学业和未来职业的敬业精神。 

（二）齐文化中不同思想流派和文化形态的价值观体现 
1、齐派法家的法治与进取精神：齐派法家思想是齐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认为 “法者，天下之仪也”，
主张以法律来规范社会秩序。同时，齐派法家具有积极进取的
精神，鼓励人们勇于创新、敢于变革。这种法治与进取精神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法治” 和 “创新” 的价值取向相
符。在教育中，可以通过讲解齐派法家的法律思想和齐国的法
律制度，让学生了解法律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引导学生自觉遵
守法律法规。同时，可以讲述齐派法家在改革中勇于创新的故
事，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热情，鼓励学生在学习和生活
中勇于尝试新方法、新思路。 

2、商埠文化的诚信与创新意识：齐地的商埠文化历史悠久，
其中诚信是商业活动的基石，商人注重信誉，以诚信经营赢得
市场。在齐地的商业活动中，诚信被视为商业道德的核心，商
家们遵守承诺，保证商品质量，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和口碑。同
时，商埠文化也充满创新活力，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经营
方法。齐地的商人善于把握市场需求，创新经营策略，如采用
连锁经营、品牌经营等方式，推动了商业的发展。这种诚信与
创新意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诚信” 和 “创新” 的
价值准则相契合。通过讲述商埠文化的故事，教育学生在学习
和生活中要诚实守信，在面对问题时要勇于创新，培养适应社
会发展的能力。 

三、齐文化当代教育价值应用路径 
（一）课程与教材体系建设 
1、课程设置：在学校教育中，构建多层次的齐文化课程体

系。小学阶段开设以齐文化故事、传说为主要内容的启蒙课程，
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激发学生对齐文化的兴趣；中学阶段设置
齐文化历史、思想等方面的基础课程，通过历史事件的讲述、
思想观点的分析，帮助学生系统了解齐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大
学阶段则开设齐文化专题研究课程，针对齐文化的某一特定领
域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对传统文
化的深入理解。例如，淄博职业学院设立稷下研究院，开展齐
文化相关研究和教学活动，为课程设置提供了实践范例。 

2、教材编写：编写具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齐文化教材。教

材内容应涵盖齐文化的历史发展、思想精髓、艺术特色等方面，
同时注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在编写过程中，采用
图文并茂、案例分析等形式，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和吸引力。此
外，结合现代教育技术，开发数字化教材和网络课程资源，为
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渠道。 

（二）教学方法创新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教学中，将齐文化的理论知识与

实践活动有机结合。通过课堂讲授，向学生传授齐文化的基本
概念、原理和价值理念；同时，组织学生开展实地考察、文化
体验等实践活动，如参观齐文化博物馆、临淄古城遗址等，让
学生亲身感受齐文化的魅力，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2、田野调查与文化考察：引导学生开展田野调查和文化考
察活动，深入民间收集齐文化的相关资料。学生可以采访当地
居民，了解齐文化在民间的传承和演变情况；观察民俗活动、
传统技艺等，挖掘齐文化的深层内涵。这种教学方法不仅能够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研究能力，还能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和保护意识。 

3、课堂互动与探究式学习：在课堂教学中，采用互动式和
探究式学习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可以
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合作探究，鼓励学生发表
自己的见解和观点。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
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三）结合大学生思想特点的教育实践 
1、价值观引导与塑造：针对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关键

时期的特点，利用齐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要素进行引导和塑造。
举办齐文化主题的讲座、报告，邀请专家学者解读齐文化的价
值内涵，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组
织开展齐文化相关的主题班会、社团活动，让学生在参与中感
受齐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2、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将齐文化教育与大学生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相结合。组织学生参与齐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社会实践
项目，如对齐文化遗址的保护调研、齐文化传统技艺的传承推
广等；鼓励学生在志愿服务活动中传播齐文化，如走进社区、
学校开展齐文化宣传教育活动。通过这些实践活动，让学生在
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深入理解齐文化的价值，提高自身的社会
责任感和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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