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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多元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改革实践
方进普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 安宁 650300）

摘要：多元文化的对高校学生的影响，加快了思政教育教学

工作的改革步伐。因此，本文在对当前高校中多元文化的积极影

响的分析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渗透道德情感教育，

开展相关思政活动，学习外来文化精髓，以期顺利推进思政教育

教学工作的开展提供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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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文化对高校思政教育的积极影响

（一）助力教师队伍建设

多元文化的影响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助于加强教师

队伍的建设。理论上，教师要具备全面的知识修养和完善的理论

系统，有能力胜任德育教育工作的任务；思想上，教师要始终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在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准确辨别

有利和不利的文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从专业角度来看，

教师要具备专业能力，并且不断学习，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开展思政教育教学活动。教学工作的开展与教师素质和专业能力

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多元文化对高校的影响，有利于教师队伍的

建设。

（二）加快教学改革步伐

尊重文化多样性，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多元文化的积极影响。

高校教师要结合时代特色和生活实际，有针对性的开展教学工作，

加快高校教学改革的步伐。教师要在多元文化的思潮中，找到有

利于开展教学工作的文化精髓，结合当前我国思政教育的实际情

况，在教学过程中有机渗透，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挖掘到思政

教育理念和教材内容的切合点，进行文化的再创造，激发学生兴趣，

促进教师思政教学工作的开展，加快思政教学的改革步伐，为教

学活动提供更多可能性。

（三）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思政教育课堂多是理论知识的传授，不利于培养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将多元文化融入到教学课程中，结合教学过程中

的疑难点，激发学生课堂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氛围，有利于密切

师生交流，开阔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学会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的

能力，让自觉抵制不良社会文化的侵害。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定不移走可持续化发展道路，为建设中国

梦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二、多元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的改革建议

（一）渗透道德情感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辨别力

在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等思潮的盛行，极易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教

师要积极开展思政教育的相应课程，培养学生辨别各种文化思

潮的能力，炼就一双慧眼，在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

下，自觉主动的摒弃不利文化带来的影响。提高明辨是非的能

力，提高自身的文化辨别力。教师可以设置相应的课程活动和

学习情境，让学生自觉主动的融入到课堂中，在思想的交流和

碰撞中，更好地渗透德育教育，重新定义文化，加深学生对文

化的理解，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提高文化判断力和

文化辨别能力。

（二）开展思政活动，提高学生积极性。

思政教育的进行不能拘泥于课堂这个单一的主体。教师要树

立全局观，在课后的环境因素着手，将思政教育渗透到学生学习

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思政教育的良好氛围的引导下，培养学生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未来。开展相应的思政知识问答竞赛，培

养学生对思政的兴趣和热情，拓宽学生思想政治的视野，为建设

高素质和理想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组织课后

的讨论小组：“当代大学生为实现中国梦可以做哪些努力？”还

有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极大帮助了学生在思政教育上的学习，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师生互动，在多种有利文化的熏

陶中践行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形成正确的文化价值取

向，坚定理想信念，定位人生目标。

（三）学习外来文化中的精髓，形成全面的思政素养。

对待外来文化，我们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

到结合本民族思想文化的实际中为我所用，弥补自身文化的不足。

始终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旗帜，充分展现核心价值观的具体

实践，取长补短，强化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引领作用，更好

的凝聚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培养学生的思政素养和促进学生

的个人发展。尊重外来文化，充分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

可以更好地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更好更全面的培养学生的各

种文化素养，让学生形成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更好地学习文化精髓，

培养学生更健全的人格，促进自身综合素养的发展。

三、结语

总之，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已初具模样。教师要合理审视

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加快教师改革步伐和推进教师自身素养提

高，结合思政教育的实际情况，开展多种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积

极性和文化辨别力，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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