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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传统文化自觉刍议 ①

冯云平
（淮阴工学院，江苏 淮安２２３００１）

摘　要：文化是一个国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在文

化多元背景下，大学生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认同、文化自觉受到一定冲击，令人担忧。大学生文化素质的高低、对本国文化

的自觉无论对国家的发展还是个人的健康成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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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传统文化自觉的内涵
“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１９９７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

类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

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及其发展趋势；费孝通教授也曾指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可见，文化自觉过程中的艰巨。大学生是社会重要文化群体，其对本国文化的认识、认同，面对多元文化

冲击时，应能够根据自己的知识、价值观等作出一定判断，从而具有文化自觉的能力。

２　传统文化自觉的现状
２．１　大学生传统文化观念面临挑战

在当今文化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我国大学生在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的信

仰危机。笔者对苏北地区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２４０份调查问卷，回收２２８份，
回收率达到９５％。在进行调查的大学生中，女生占５５％，男生占４５％，文科生达４０％，理科生达６０％。
最终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显示：６０％的学生选择自由主义，２２％的学生选择宗教信仰，只有１７％
的学生坚持着共产主义信仰。可见，主流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正面临挑战。

究其原因在于当代大学生文化视野狭窄，对本国传统文化缺乏研究；另外，凡事只看表面，不能透过

表面现象而抓本质。最终出现传统文化缺乏自觉甚至自信，对待外来文化却盲目追捧的现象。

２．２　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多样化
伴随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不断输入，市场经济全球化、经济方面的功利性等负面影响不断扩大。对

大学生价值观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消费观、择业观、恋爱观等方面呈现低俗化、功利化、娱乐化倾向。

消费观。消费观是指人们对消费水平和方式等总的态度与看法。其作为一种观念，一旦形成便会

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并产生影响。正确的消费观应当是适度消费、理性消费、绿色消费。受不良消费观

念影响，大学生日益个性张扬，爱慕虚荣，同学间相互攀比，关注品牌，寻找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优越

感，形成赶、超、比怪风。大学生还会出现办生日ＰＡＲＴＹ的攀比，ＰＡＲＴＹ档次不断提高，据调查９０％的
大学生都会在生日时邀请朋友ＨＡＰＰＹ，而且会竭尽所有来办ＰＡＲＴＹ，觉得倘若不够大气，会很丢面子，
也就是把个人面子看得很重要。这种消费观对中国传统消费观念之朴实、勤俭产生一定挑战，对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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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消费观的树立产生一定的影响。

择业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当前大学生的择业

观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当代大学生择业观明显凸显出竞争意识，他们能够把握机会，表现自我，在毕

业季能够精心准备，不遗余力地奔赴于各人才市场，投简历，毛遂自荐。但也有不少毕业生急于求成，只

看重眼前利益，缺乏高瞻远瞩，进而造成毕业失业率逐年攀升。部分大学生盲目追求个人利益，相互攀

比，大城市、国企、高收入等是大学生热衷职业，而下基层、工厂、西部偏远地区、苏北地区，相对比较冷

门。眼高手低，脱离社会实际；普遍想法不是先尽本职后索报酬，而是先索报酬。高校就业课上老师会

不断引导大学生，现在就业形势严峻，毕业生可以先就业再择业，也是很好的选择，但是效果不是很明

显，部分毕业生宁愿不就业，也不会去小单位、小公司。

恋爱观。现代大学生的恋爱观逐渐产生变化，社会上流行着种种拜金主义、拜权主义，这些观念对

大学生恋爱观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宁愿坐宝马里哭”虽只是娱乐节目的一句流行话，却道出了金钱

对现代人的诱惑；择偶时，财富、权利越来越作为重要的条件。教育部已明文规定允许大学生在大学阶

段结婚，因此各高校大学生恋爱已很普遍，辅导员、班主任在平时工作中面对班级同学谈恋爱问题，是不

提倡、不反对、不干预态度，平时教育中在这方面引导也较少。加上社会在恋爱方面的负面影响，部分学

生难以处理在恋爱中出现的问题，往往表现出比较极端的行为，这些均严重扭曲了正确的恋爱观。

２．３　对传统文化缺乏认同、自觉与自信
文化认同是指个人受其所属的文化影响进而对所属文化产生的认同感，文化自觉，借用我国著名社

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是指生活在一定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

来有充分的认识。文化自信即对本国文化的坚定信仰。

当今不少学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甚少，不愿花时间去阅读有关国家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书籍，

不愿意主动了解国家传统文化，甚至于网络、电视中有关历史与文化的内容也不能引起他们观看的兴

趣。没有认真去了解，当然就不能理解，不仔细阅读就感受不到其高深内涵，不能做到有所感，当然认同

就更谈不上了，没了认同何来自信以至于自觉？外加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市场化、商业包装进行西方文化

的宣传，极大的冲击着大学生价值观，最终导致对本国文化自信的缺失。

３　大学生传统文化自觉的重要性
３．１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党的十八大提出了２４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基本内容。习近平主席曾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决定文

化性质和方向的深层次要素。并且强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核

心价值观。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基，抛弃传统、丢弃根本，将截断自身精神命脉。传统文化

自觉能够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丰厚营养［１］。

不具有文化自觉，大学生就无法坚定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需要对文化有鉴别地加

以对待，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也将增强文化自信。

３．２　培育大学生传统文化情感的根本要求
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任。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自身认同之根本，只有培育大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挚情感，文化自觉才具有一定的基础，才有了可

能。如果对中华传统文化没有情感，那就更谈不上传统文化的信仰、崇拜了，最终将导致传统文化的破

碎，大学生无法找到认同感，没有认同感就更不会有文化自觉了，更无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了。因此，培

养大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关系到大学生是否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能

否屹立于世界强国，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世界各国无不在加强本国文化情感的培育，并对传统文化教育投入不断加大，比如日本，对“菊与

刀”的认同；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每一步都受到了欧洲文化的影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种种现象表

明世界各国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迫切认同，对自身传统文化情感的不断培养。因为只有产生了情感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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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才能使得本民族传统文化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承载文化的国度才能屹

立于世界之林。中国在历史上有过辉煌也有受欺凌的悲惨经历，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西方文化的入侵，特俗的文化经历……因此，培育大学生文化自觉，促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情

感、尊重尤其重要且紧迫。

３．３　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本质要求
当代大学生成长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年代，置身于多元文化背景，受多种价值观碰撞的影响，必

将影响其身心健康成长。培养中华传统文化自觉有助于引导大学生摆正自身位置，正确认识人生目的、

人生理想以及人生价值。通过树立崇高的理想和科学信念；追求高尚人格，不断完善自身；丰富自身内

涵，提高自身素质。只有提升了自我，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才能在纷繁复杂、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占有一

席之地，个人发展才会有很好的前提和基础。更何况，文化自觉的程度越高，其对文化自主能力与适应

社会的能力就越强，客观理性地分析所处的环境，应对外来文化，使得大学生能发现自身优点，找到自身

存在的优越感，不断修正观念与行为偏差，应对学业以及社会的各种挑战，最终实现个体健康成长。因

此，文化自觉是大学生实现个体健康成长的本质要求。

４　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自觉的途径
４．１　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大学生处于价值观形成阶段，解决好此问题，要求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首先要培养大学生对中华

传统优秀文化的自信心，自信心的培养必然要求大学生对中国所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具备信

心，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中国已经具备的综合实力、充足的文化资源以及发展

能力，为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提供了前提条件。

学校要保质保量完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提高党团组织政治理论学习功能，发挥党员在

同学中的模范带头作用，用身边优秀党员、团员、感动校园十佳等先进事迹教育广大同学，用身边活生生

的例子，教育学生，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增强教育效果。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形式需多样，通

过网络、微博、微信等软件，抵御网络中错误思潮，及时开展网上思想教育，开展引导、教育活动，让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教育的方方面面。

４．２　发挥课堂教育主要渠道
课堂作为传授知识的主阵地，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分析、认识主要在于思想政治课程，它肩

负着教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发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帮助大学生树立文化自信的重

任。课堂教育要深入浅出，让大学生真正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引导大学生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拥有正确

的判断力。“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

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理论的认识。”［２］因此，课堂教育要不断

完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发挥课堂教育的教育、引导作用。

４．３　充分利用社会实践平台，在实践中培养文化自觉
社会实践是大学联系社会的平台，大学生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得以锻炼综合能

力。在实践活动中积极采用中国元素，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实践活动的开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基本要求、基本内容全面渗透、有效贯穿于各项实践活动中，形成社会实践活动根本指导思想，体

现活动的社会主义特性。社会是最好的大学，社会实践为大学生文化自觉、自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

实践中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发展，坚定传统文化的信念，为实现“中国梦”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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