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 '()*%'+,-+#$./$(,#01$%'%& 2)3+',-$(

4$56!" 7$6#

8356$%$!

'()!!%*!"+,$-.*/01)*!2&#

3

+,,#*$%$!*%#*%$$

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

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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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文化自信是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立德树人关

键课程作用的前提和基础$ 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文化自信在现实生活中主要

表现为,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具有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要

积极引导广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国际与国内相结合中#认真研读经典

文献"积极关注社会现实"不断开阔视野#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文化自信%现实表征%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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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

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

/!0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

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

力量,

/$0

* 由此可见#培养当代大学生树立高度

的文化自信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最根本的

文化价值诉求#要引导大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自信必须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的文化自信*

!5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文化自

信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

关键在教师, +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信心问题,

/!0

*

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文化自信对于实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化价值-培养当代大学生

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效性等具有重要意义*

!*!5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化价值的内在

要求

在多元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时代背景下#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传播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渠道与主阵地#承载着重

要的文化价值功能* 一方面#高等学校作为文化

交流的前沿阵地#必须自觉屹立于当代世界文化

发展的潮头-担当起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先

锋#教育引导当代大学生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武装头脑#抵制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侵蚀#在文

化交流中能够保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坚

定信念#自觉维护我国文化安全* 另一方面#高等

学校必须承担起+文化传承创新,的崇高使命#坚

持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同时必

须摒弃文化上的+封闭主义,#以开放包容的心态

对待外来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丰富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好中华民族

的共有精神家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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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也是

指导学生接受与认同主流价值观-带领青年一代

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引路人#肩负着文

化传承的重要历史使命* 因此#落实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实现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充分发挥高等学校文化育

人功能#必须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文

化素养#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文化

自信*

!*$5培养当代大学生树立高度文化自信的重要

前提

大学阶段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

键时期#也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 在全

球化的时代#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

繁#消费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新自由主义

文化等各种当代西方思潮不断涌入#中华民族共

有的精神家园在面临西方文化冲击的同时#也面

临着青年一代尤其是当代大学生的认同危机* 如

何进一步发挥高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职

能#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批判意识#对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西方各种思潮进行批判和反

思#在批判中形成对各种文化思潮的超越#在批判

中树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是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

+欲人勿疑#必先自信,* 要想培养学生树立高度

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教师必须首先具有高度

的文化自信* 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传播者#只有教师自身具有坚定的文化

自信#才能够将对文化的责任和担当-对文化的信

念和追求等文化正能量传递给学生#才能够引导

学生在+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更加坚定地坚持

和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做到+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着眼将来,*

!*"5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关键

环节

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来看#以传

授理论知识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是影响教学实

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种传统+知识教育,

模式中#大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将教学的重

点局限于理论知识的讲授-片面地强调知识体系

的完整性#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学生的现实思想理

论困惑以及思想道德行为养成* 这种侧重于知识

体系讲授的教学模式严重地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教学效果!一方面#由于学生在中学阶段对大

部分相关理论知识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积累#

大学阶段如果仍然是简单-重复的理论说教#将很

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传统与现代-

东方与西方等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带来了诸多的思

想理论困惑与现实问题#如果这些困惑与问题在

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过程中不能够得到有效破

解#必会导致部分学生处于+价值迷失,的状态*

因此#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必须

实现从以+知识教育,为核心的教材体系向以+思

想文化教育,为核心的教学体系的转变* 推动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与创新#构建以+思

想文化教育,为核心的教学体系#强化价值引领-

提升课程教学实效性#关键环节在于教师#在于教

师的文化自信#在于教师的思想文化素质和马克

思主义理论素养*

$5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文化

自信的现实表征

文化自信体现了一个国家或民族对自身文化

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内容的普遍认同#对

自身文化状态的清晰认识#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坚

定信念/"0

* 在现实生活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的文化自信主要表现为教师的价值观念-理

论素养以及实践行为等*

$*!5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理想信念-信仰-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和灵

魂* 其中#+核心价值观#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

向的最深层次要素,

/#0

* 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之核就是价值观自信/+0

*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导学生增强文化自信#从

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解决学生理想信念问题#引导

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要解决学

生理想信念问题#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必须坚定教

师的理想信念#坚持+要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

在价值观念层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文

化自信首先应该表现为正确的价值观-坚定的理

想信念和信仰#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 广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应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

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0

#应该自觉用马

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自觉做中国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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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坚决拥护者和忠实实践者#自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够理直气壮地讲授马克思主

义-坚定不移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化-坚持不懈地

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才能真正在

学生心中开花结果*

$*$5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习近平指出!+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

能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是老师的

基本素质#其中知识是根本基础*,

/20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必须要有扎实的知识功底-广阔的

知识视野* 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性质和

要求来看#+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育,

/!0

* 因此#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的知识视野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是最

重要的#扎实的知识功底首先应该体现为深厚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学术涵养* 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要注重发挥其政治引导的基本功能#

但并不是要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讲成简单的政

治宣传#而是要+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

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

导学生,

/!0

*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坚持

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

仅仅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宣讲者#而

且应该是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学术

涵养的学者*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

师必须坚持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和态度#既不能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也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庸俗

化* 教师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解释力充满自

信-对驾驭学生和课堂的自我能力充满自信* 一

方面#教师要敢于直面现实社会问题#以科学的知

识作支撑#带领学生积极关注和思考现实问题#并

且能够引导学生从学理上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提出

建设性的意见或观点$另一方面#教师要时刻牢记

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不能为了迎合学生的兴趣而

不惜将马克思主义世俗化-庸俗化#要牢牢掌握课

堂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自觉坚持弘扬主旋律-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向学生传递正能量*

$*"5具有$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

感%

+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挂在口头上#而要落

实到行动上*,

/&0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文

化自信在实践行为上还应集中体现为对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职业的自我认同感-荣誉感和责

任感* 改革开放以来#受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错

误思潮的影响#在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与工作实

践中曾经存在着一定的轻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价值和地位的倾向#口

头重视多-实践落实少#形成了思想政治专业-思

想政治理论课非学术-无学术等错误的观点和氛

围* 然而#无论是从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还是从

教师的职责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所从

事的都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从高等学校的根

本任务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和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高校育人体系中#+价

值塑造,尤为重要#因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

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

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

十分重要,

/,0

*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关注的

正是学生的价值塑造* +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

惑也,#从教师的职责来看#在+传道授业解惑中

4传道3是第一位的,

/20

#事关大学生健康成长成

才的正确方向#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所从

事的主要工作正是在于+传道,* 因此#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坚定文化自信#应该充分认识到

自身职业的崇高性#明确意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

和国家使命#自觉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

感和责任感*

"5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文化自

信的实践路径

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集中反映#源于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深刻把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的深入了解* 要积极引导广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

国际与国内相结合中#认真研读经典文献-积极关

注社会现实-不断开阔视野#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5研读经典文献&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从根本上来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

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学术

涵养#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很大程度上又源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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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 在新媒体

飞速发展和普及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学习

和研究存在着网络化-碎片化-表面化的倾向#突

出表现为远离经典著作的+网络快餐文化,型学

习模式* 近年来#这种+快餐,型学习模式#由于

其学习的便捷性-泛在性等优势#深受一些青年思

想政治理论教师的喜爱和追捧* 但是#这种+现

学现卖,的方式由于远离经典著作-缺乏系统性

等#长此以往将导致部分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功底薄弱#一旦在教学和工作中碰到比较尖锐的

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层次阐释

时#理论储备不足的缺陷就会显露无遗* 面对这

些问题#捉襟见肘#解释缺乏说服力* 对于从事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来说#一定+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

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0

#

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精神实质*

"*$5重视调查研究&彰显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

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灵魂#马克

思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开的* 坚持和弘扬

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是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基于不同的理论向度

和旨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可以表征为+理

论批判,+实践批判,和+自我批判,等* 但无论是

+理论批判,+实践批判,抑或+自我批判,都离不

开对实践的关注#离不开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调查

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因此#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关注现实#关注各种理

论流派和文化思潮#关注国际国内重大事件和焦

点问题#必须对相关理论流派-文化思潮-重大事

件-焦点问题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分析* 调

查研究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要深刻剖析各种理论

流派和文化思潮#对重大事件和焦点问题的全貌

进行研究和分析#弄清楚事情和问题的本质与真

相#明辨是非#依靠理论内在的强大逻辑力量去解

释现实#帮助学生澄清各种思想困惑* 在此基础

上#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释社会现象#为现实

问题的解决提供建设性的思路与对策*

"*"5拓宽国际视野&在国际比较中坚定文化自信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

期,#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各国相互

联系更加频繁-更加紧密#人类前途与命运紧紧联

系在一起*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要

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

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

/#0

* 这

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导大学生增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 因此#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不断拓宽自己的国际眼界

和国际视野#在国际国内的比较中坚定文化自信#

引导学生在中国特色与国际比较的大视野中确立

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认同-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自信*

在全球化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

善于把国外的事情与国内的情况联系起来#进行

多维度的比较分析#在对国际问题有深刻认识和

理解的基础上#全面客观地认识世界历史发展进

程中的当代中国* 一是国际横向比较#通过对于

国际时事热点问题把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等进行客观的比较分析#正确看待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家治理等方面的优势与不足*

二是历史纵向比较#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历史

发展的大背景下#正确看待世界各国不同的道路

选择的历史必然性#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以及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通

过比较研究拓宽国际视野#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

自菲薄#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树立开放包容的文

化观#正确认识中国本土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海

外影响力#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以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现实生命力和当代价值#正确对待外来文

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学习和借鉴国外思想文

化的长处和精华#引导学生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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