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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文化

自信培育的实践路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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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多元文化激荡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功能。
培育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为要求，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队伍建设；弘扬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批判意识；开发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充分

挖掘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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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１］在多元

文化激荡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功能。如何

引导当代大学生在多元文化的激荡和碰撞中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

值目标，是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进一步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育人功能的内在要求。

１　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多元文化的时代背景下，也是培育大

学生文化自信的主渠道和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传播者，为了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功能，首先必

须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文化

自信。

１．１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的理论水平和文化素养，增强教师的理论自信
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上的表达。理

论自信是教师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大学生文化自信在某种程度上主要取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

教育和引导，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文化自信密切相关。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践来看，教

师的理论水平和学术涵养既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关键因素，也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

感召力和认同度的重要保证。如果教师缺乏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涵养，不能够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精髓和要义，在教学过程中必然会缺乏自信、显得底气不足，从而也不可能做到以真挚的情感

感染学生、以深刻的理论说服学生，学生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思想困惑也不能得到清晰的解答。因此，

必须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要求教师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时加强中

国传统文化修养，以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文化修养，增强说话和讲课的底气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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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加强制度保障，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文化自信不仅要求教师具有坚定的理论自信，而且要求教师必须具有

“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表现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这一职业的充分肯定和自我认同。

在多元文化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受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负面文化思想的影响，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的社会贡献和社会地位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在关于教师从事本职工作被尊重和被

重视程度的调查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于本职工作的满意度也普遍比较低，一些省份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对于本职工作的满意度不足四成（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占２７．８１％、一般占３５．０５％）［２］。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５年１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
意见》针对这一突出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高校要“在人才培养、科研立项、评优表

彰、岗位聘用（职务评聘）等方面充分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教学体系

中的重点建设地位”［３］。因此，各高校应该尽早贯彻落实《意见》中的相关精神，结合各校的实际情况，

制定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为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待遇，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学习、交

流、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２　弘扬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批判意识
批判精神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批判性思维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质，批判意识是马克思主义

学说的灵魂，可以说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开的。在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下，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注重指导学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塑造学生的文化批判意识，在文化批判中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

２．１　把握马克思批判辩证法的精神实质，坚持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辩证统一
信息化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大趋势，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大学生每天都面临着海量的

信息选择，各种社会思潮冲击着大学生的心灵，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产生了深刻影响。从积极方面来

看，各种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维，引起了学生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从消

极的方面来看，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交织，纠缠着青年学子的心灵，导致许多学生处于“盲目崇拜”或

“价值迷失”的状态，陷入价值困惑。“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

的。”［４］面对思想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各种复杂问题，必须把握马克思批判辩证法的精神实质，坚持理论

批判和实践批判的辩证统一，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正视多元文化存在的现实，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和方法，对各种社会思潮、价值观念进行分析和批判，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各种社

会思潮。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批判性思维、树立批判意识，不断提高学生理论思维和洞察实际的

能力。

２．２　领悟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想的理论特质，坚持批判和建构的辩证统一
在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视阈中，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批判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否定现存世界，而是要

通过对于旧世界的扬弃发现并建设新世界，文化批判同样不是对各种文化现象或文化思潮的简单否定，

而是体现了批判与建构的辩证统一，即“一方面对现有社会异化的文化形式进行尖锐地批判，另一方面

又在批判的基础上建构了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态”［５］。在多元文化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为指导，一方面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神、去其糟粕，坚

守文化之根，另一方面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对待外来文化，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坚持

以我为主，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在文化批判中坚持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扩大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

３　充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挖掘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
培育大学生高度的文化自信，必须加强体现时代特色的大学校园文化，充分利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文化新载体，推动校园内外的协同配合，挖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资源，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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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营造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文化氛围。

３．１　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容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引导学生积极开展文化实践活动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开展“理想信念”主题系列教育活动。“理想信念”主题教育活动是校园文

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载体，积极开展“理想信念”主题教育系

列活动，进一步彰显主流意识形态在校园文化活动中的指导地位，有利于扩大主流价值观在校园文化活

动的影响力。比如积极开展“研读经典”的读书会活动，研读经典是提升学生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文化

素质的重要途径。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认真研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做好读书

笔记，交流读书心得体会。

３．２　利用地方优秀文化资源，发掘实践教学的文化资源，拓展实践教学的文化领域
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形式多样、文化内涵丰富的实践教学既

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培育大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我国有着辉煌的历史

和灿烂的文明，每一个地方都存在着富有自身特色的人文景观及其他优秀文化资源。地方优秀文化资

源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具有显著的地缘优势，为大学生思想成长和文化养成提供了重要的感

性材料，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媒介。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该充分利用地方

优秀文化资源，以案例教学、参观访问、情景再现、现场教学等教学手段，丰富实践教学的文化内涵，生动

活泼地向学生展示中华优秀文化成果，让学生切身感受中华优秀文化的独特魅力。

３．３　利用新媒体技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整合文化资源，唱响主旋律
在２０１２年一项关于大学生手机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接受调查的大学生１００％使用手机”，并

且手机的功能已经“从通讯终端逐渐演变成为信息终端”［６］。智能手机的普及已经改变了大学生的阅

读习惯、改变了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移动终端成为向大学生传播各种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成

长的主要渠道。不良信息、恶俗文化在大学生中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低头一族”严重影响了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效果等。智能手机普及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挑战，

但与之同时，智能手机的普及也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机遇，比如师生之间的沟通手段更为多

样化，师生之间的信息传递更为通畅。因此，必须积极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开发和利用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博客、校园微信公众帐号等文化教育新载体，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社会主流文化，扩大

主流价值观在网络世界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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