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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正处在三观成熟的关键时期，在学

校的教育过程中应该重视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加教学，由于近代以
来西方思想在中国的普及，人们对于我国本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
似乎有所减弱，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我国的文化不如西方文化更加
进步，要积极发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先第一步就是在高校的思政
教育中改善文化教学，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1　文化自信的定义
文化自信最早在2014 年提出，具体表述为文化自信和价值

自信，首先文化自信最基本的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拉开序幕，由于西方国
家在制度、思想和技术方面的领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度衰落，
但时至今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然没有消失，反而与时俱进的被
发扬光大。其次，要培养对于革命的自信心，随着马克思主义的
传入，中国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渐总结为五四精神、长征
精神、抗日精神等优秀的革命文化，这些精神见证了中国的人民
的艰苦奋斗过程。因此文化自信最重要的是将传统和现代有机结
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文化体系的认同。

2　培养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首先，文化自信的提高有助于我国大学生充分了解中华历史

和中华文化，以史为鉴，建立属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并且能
够通过在与其他文化的相互碰撞和沟通中建立自身的价值观和世
界观，最终形成健全的人生观，其次在文化自信的教学过程中，学
生可以对我党在革命和建设年代的诸多思想结晶系统学习，能够
充分的把握当下的时代特点，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形成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提升个人的爱国热情，提升道
德水平，形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1]。

3　当前我国高校思政教育在文化自信方面的问题
3.1教学内容缺乏合理配置
在当下的高校思政教育中，对于文化的教学内容出现了过于

单一的问题，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部分高校教师仍然以“一言
堂”的教学凡是为主，缺少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学生只能在课
堂中被动的接受文化教育，其真正的学习效率往往大打折扣，同
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单纯的讲解我国的文化知识，却忽
视了教学内容的多样性和优质化，没有通过对比西方文明等丰富
的教学方式和内容的填充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没有考虑到
大学课堂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此种单一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往
往会让学生感觉到文化知识和课堂教学的枯燥，不利于通过文化
教学提升高校学生的文化自信。

3.2部分思政教师教学能力不足
首先，在我国的高校中，部分思政教师对于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的研究深度和广度缺乏，直接导致了课堂中的文化知识教
学出现了内容单薄、理论不足以支撑的问题，讲授不够清晰和
透彻，导致学生在课堂中也只能浮于表面的了解。其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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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教学经验不足，甚至没有受到必要的入职培训，很难
了解学生的需求，很难把握住学生的关注点和兴趣，有部分教师
无法完成教学任务等问题也有出现。

4　完善高校思政文化自信教育途径
4.1优化各类文化课时安排
对于高校文化课来说，最主要的是优化课程的内容和数量，

首先应该明确文化课的教学目的，要以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为主，充
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适当增加课时数量，关注学生的文化底
蕴的培养。其次应该适当增加实践类文化作业的数量，在文化教学
中，不仅要在理论上向同学们介绍中华文化的内涵和时代特征，更
重要的是让学生在课后的学习中主动阅读和理解，实现文化自信由
内而外的培育，同时应该关注在专业课以外的选修课的多样性和多
元化，培养文化自信并不是闭关锁国式的之了解本民族文化，更重
要的是在不断的学习中了解其他民族的各类文化现象，在对比中理
解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帮助学生建立多元主义价值观，提升本民族
文化自信和认同，因此，高校的选修课应该更注重文化的多样性，
尽量安排各个地区文化的课程，让学生开拓视野，发掘文化魅力，
提高文化认同度，对文化本身提高学习兴趣。

4.2积极借用互联网技术丰富文化自信教学
随着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普及，更

多的新兴技术已经可以深入课堂之中，并且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的
智能化和便携化，学生可以利用一部手机和一台电脑完成大部分
的学习任务。在文化教学过程中，学校应该为学生准备多样化的
媒体学习技术，由于文化本身形式的多样性，包含绘画、音乐、舞
蹈等艺术形式，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保证视觉、听觉、触觉的
多方位感官刺激，让学生在全媒体的环境中充分领略民族文化的
艺术内涵和精神符号，例如可以运用课堂上的电子屏和音响等设
备为学生们播放舞蹈、音乐等艺术作品，甚至可以带领学生们体
验线下VR馆，以更加身临其境的方式让学生领略文化的魅力和感
召力，逐渐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向往，也可以利用新媒体
的渠道让学生能够通过写作、绘画等艺术形式表现自己对于本民
族文化的理解，丰富文化内涵，增加文化认同[2]。

5　结语
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正处在三观成熟的关键时期，在学

校的教育过程中应该重视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加教学，增强教育中
的文化自信极其重要，如果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
增强本民族的文化自信，本文首先论述了文化自信的定义和重要
性，其次阐释了在如今的高校思政教育中文化教学的问题，再根
据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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