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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是其担当建设现代化强国和

实现民族复兴大任的必然要求，而培育文化自信是促进青年大学

健康成长的根本保证。“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

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

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1 ]当下互联网传播时代，

青年大学生是新媒体传播的重要关联性群体，新媒体传播对青年

大学生的文化习得、文化认知、文化认同、文化践行的文化自

信培育全过程全方位产生重要影响。我们要清醒认识新媒体的文

化传播特征，精准施策，大力培育青年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新时代，培育青年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就是要通过科学有

效的传播使青年大学生进行自身文化的习得，促进这种文化认

知、确立这种文化认同，进而自觉地坚守和发展自身的这种文

化。培育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文化习得是前提，文化自觉

是关键，价值观的塑造是核心，那么，新时代大学生应当培育什

么样的文化自信呢？概而言之，就是要培育青年大学生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丰富的科学

内涵，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必须正确理解其科学定

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泉自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

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这个科学论断指明了我们

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培育和确立文化自信就是要培养和确立对

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统一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具体地说，新时代培育青年大

学生的文化自信就是要通过有效的传播手段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传播，使青年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进行文化

习得，促进青年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认知并进而确

立文化认同，自觉地坚守和发展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文化自信。“只有在许多人的思想中

被重新思考的，并且作为真理而被把握的东西，才自然地具有直

接的和持续的使人确信的力量”[ 3 ]，这种“东西”就是文化，

只有在反复持续的文化传播中培育起来青年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自信。

正确认识新媒体的文化传播特征，正确分析新媒体传播环境

下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挑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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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并采取适应新媒体传播的对策措施，是培育新时代大学生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为此，我们应当做

到以下几个方面：

1　坚持新媒体文化传播中主流引导与严格监管相结合，

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网络文化生态

基于互联网技术运用的新媒体传播，使文化持有者的传播主

导性显著地释放出来，一方面固然使新媒体的文化主动性和驱动

力明显增强，另一方面也带来新媒体的文化传播主体和内容的随

意性扩大，文化传播中的“杂音”“燥音”“废音”、“毒

音”等负面文化影响的风险显现，网络文化生态不良效应产

生，必然会对青年大学生的文化习得、文化认知、文化认同产

生不可小视的消极影响，干扰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新

媒体传播中的可视化表达、娱乐化呈现和快餐式获取强化了文化

传播中的主体随意性和感觉性，使网络文化生态呈现出“超意识

形态”的表征，不利于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其实，新媒

体的文化传播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因为文化、思想、舆论

本来就是意识形态的范畴。大力建设良好的网络文化生态对于培

育青年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高等学

校要充分认识新媒体的文化传播特征，扬长避短，娴熟运用新媒

体的文化传播优势，大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占据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新媒体文

化传播中的主导地位，形成培育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的网络文化

生态，“要坚持优先策略，建设好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管好用好

商业化、社会化的互联网平台，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

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4]使广大青年大学生在新媒体传播应用中全方位受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引领和熏陶，培育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

文化自信。同时，要加强对新媒体文化传播的监管，过滤和清除

新媒体传播中的各种不良文化信息，防止消极文化信息产品对青

年大学生的不良影响，政府主管部门和学校主责部门，要切实履

行监管职责，依法加强对新媒体传播的管理，营造清朗健康的新

媒体传播环境，坚持主流引导与严格监管相结合，切实发挥好新

媒体的文化传播对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作用。

2　坚持校园媒体建设与大学生的传播需求相结合，大力

加强新媒体的文化传播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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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传播媒体对大学生的文化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直接影

响。高等学校青年大学生是新媒体应用的集中人群，新媒体传

播环境广泛而深刻地影响青年大学生的文化自信的培育。要紧密

结合青年大学生在新媒体传播运用中的互动性、共享性、多元

性的文化传播需求特征，统筹推进各类媒体建设，特别是要加

强新媒体文化传播平台的建设，主动适应青年大学生对新媒体运

用及其文化信息传播的客观需要，把校园媒体建设尤其是新媒体

建设同青年大学生的受传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充分把握新媒体文

化传播的特征，发挥其网络性、社交性、平民性和可视性等优

势，贴近学生、服务学生、引导学生，全方位全过程生产和

推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各种文化产品，使在校青年大学生

在优化、合适的各类新媒体平台运用中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文化习得，实现文化认知，达到文化认同，确立文化自

信，牢固坚守和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把在校

青年大学生喜闻乐见常用的校园互联网、微信、微博、QQ、易

班和移动客户端等各类新媒体建设融入他们学习生活中，成为传

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兴校园网络文化教育平台，发挥出

培育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的独特作用。

3　要推动校园官媒与学生自媒体的有机结合，增强校园

新媒体的文化传播合力

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对于培育青年大学生的文化自信而言，

形成和加强校园新媒体的文化传播合力十分重要。而这种合力的

形成，必然要求各高校新媒体传播中切实推动校园官媒与学生自

媒体的有机结合，打造新媒体传播的“全媒融合”传播格局，

增强校园新媒体传播的整体影响力，提升基于新媒体传播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作用力。一方

面，要加强学校官方新媒体的文化传播作用。推动各类官方新

媒体平台建设，深化新媒体传播的“供给侧”改革，积极开

发文化传播信息资源，转变传播方式，切实提高新闻网、易班

中心、校微、校博等官媒对青年大学生的“黏度”，增强校

园官媒的影响力、引导力和浸润力；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发

挥青年大学生自媒体的文化传播作用。高校要借助手机自媒体互

动性、公众性、便捷性和娱乐性强的优势，搭建公众微信号、

微信群、QQ 群、社交平台等自媒体平台，丰富自媒体的文化传

播内容，紧紧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丰富内涵，打造和推送大学生自媒体传播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文化内容，创新灵活多样的自媒体文化传播方式，增

强大学生自媒体传播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特别要强调

的是，推动校园官方新媒体与大学生自媒体的结合，尤其要做

好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协调推动、突出重点、强化特色，

协力推进两类主要网络文化传播平台建设，形成品牌平台。更

重要的是，要切实加强校园官方新媒体和大学生自媒体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内容的统筹，发挥各自优势，统一传播中

华传统优秀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彰显文化特

色，形成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合力，充分发挥高校

新媒体对于培育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的传播整合作用。

4　新媒体传播中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同服务

大学生的成长成才需要结合起来，使文化自信教育融入到大学

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

新媒体传播是青年大学生喜爱的媒体传播类型，广泛、持

久而深刻地影响着青年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对青年大学生的

成长成才产生着重要的传播影响作用。新媒体传播的文化信息对

青年大学生文化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直接影响。新媒体传播应用

在青年大学生中呈现出普及化、生活化和依赖性的特点，成为

他们成长成才过程中文化信息获取的日常化传播渠道，成为他们

文化养成教育的极具活力的文化教育方式。

培育青年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从教育规律上讲是一个日积月

累、久久为功的持续的文化熏陶过程，也是文化教育借助新媒

体传播融入其学习、生活全方位、全过程必然要求。因此，在

新媒体传播环境下，高校要把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通过喜闻乐

见的生动形象，灵活多样的传播形式，持续融入到青年大学生

的日常学习、生活中，使他们在新媒体的运用中潜移默化接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熏染和浸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

化传播同青年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

使文化自信的培育日常化、生活化和自觉化，真正使文化自信

培育融入到大学生的成长成才的学习、生活实践中。各类政府

官媒、社交网络平台、高校官媒和自媒体等新兴媒体，都应结

合青年大学生对新媒体运用的特点，创新传播方式，推送大学

生喜闻乐见的文化传播产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容转

化成他们喜爱的新媒体传播的文化信息，融入他们学习、生活

的需求中，加强文化习得，增强文化认知，促进文化认同，使

广大青年大学生在成长成才的实践中培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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