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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对高等教育创新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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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创新直接关系到我国人才培养的质量以及社会发展的速度。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可以

为高等教育创新提供更多的思路和参考，同时也能提升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高等教育开展

文化交流的现状，深入分析了文化交流对高等教育创新的现实意义，并就高等教育开展文化交流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为研究高等教育创新与文化交流之间关系提供更多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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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际文化交流

在官方与民间层面都得到了大力的发展。我国高等院校的文

化交流活动非常频繁，无论是传统的理论性较强的文化交流

还是与生活紧密相连的多种文化交流活动都在传播和引导

着学生的价值观与人生观。通过文化交流活动扩大了学生的

视野，增强了学生对文化的理解，并且也更加利于学生树立

有包容性的文化价值理念，对教育的创新与发展起到良好的

促进作用。

一 高等教育开展文化交流的现状

1 文化交流活动增多，交流形式逐渐多样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与地缘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逐

渐增多，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利益共同体，因此与各国的文化

交流活动也在不断的增加。以东盟各国为例，每年在东盟国

际博览会期间，大量的文化交流活动会在广西各地开展，极

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同时也在文化交流中彼此学习

和提升。当前各地教育院校都在积极主动的展开文化交流活

动，其形式多样，内容多元，给学生带来了文化的盛宴 [1]。

2 文化背景多元化，文化活动各具特色

    一个国家的文化是民族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共同意

识的体现，融合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密码。因此在开展文化交

流的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多种形式，这就给文化活动赋予了

更多的特色。在高等教育创新过程中要注重对文化背景的挖

掘与探索，增强文化交流活动的实际意义。

3 外国友人参与意识增强，文化活动氛围轻松和谐

    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国友人来到

中国学习和工作。在开展文化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外国友人

也积极的参与到筹备与组织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

用。在外国友人的参与下，各地的文化活动氛围也更加轻松

和谐。

二 文化交流对高等教育创新的现实意义

1 文化交流可以提升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增强教育实力

    高等教育创新工作的开展有助于我国提升教育水平，

增强我国的教育综合实力。开展高层次的文化交流活动，可

以增进高等教育的管理创新与教学体系创新，不断完善教育

的科学性与规范性。通过学习认识到当前我国教育存在的问

题并且不断的改进，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2]。我国综

合类高等院校开设大量与国外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经济发展

等相关的学科，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能够为这些学科建设

提供相应的研究背景和资料，为教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与氛围。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例，传统的高校教育往往只是依

靠教师对外国文学进行解读，增强学生对外国文学的理解。

当前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与国外相关大学建立远程课堂，

让外国师生一同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倾听外国师生

发言，能够更加深入的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从而

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创新了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模

式，提高了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2 多样性文化融合，有助于文化自信意识的树立

    要增强人才的文化自信意识，不是不断的灌输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而是要为学生拓展文化视野，让学生能够立

足世界，了解各地的文化背景前提下，依旧选择和认同中国

文化。因此大力发展文化交流活动，增进高等院校在文化

自信培养过程中的科学认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当前多样性文化的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文化产

业的发展，对于我国培养国际化专业性人才有良好的促进

作用。比如在国际文化交流专业的专业课学习过程中，学生

往往只能通过书本内容进行文化学习，但是通过多样性的文

化交流活动，可以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国际文化的异

同，并且对国际文化形成更加客观的认知，增强学生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

3 强化高等教育的文化素养建设，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践行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重视对人才文化素养的培养，也

认识到了文化的力量与作用。近年来我国不断的强化思想政

治教育，尤其是在高等院校教育过程中，强调思想政治教育

的核心作用，对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提升文化素养有较高

的要求。在文化交流活动中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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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要求，在拓展文化素养的基础上做到坚定信念，坚持

“两个维护”与“四个自信”，在正确的价值观的引领下展

开活动。

三 高等教育开展文化交流应注意的问题

1 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国家至上的原则

    高校在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时要始终坚持政治引领，

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对交流活动中任何与国家利

益相关的内容和形式都要反复核查，并且确定责任人，从而

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害。比如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对于

国旗，地图以及敏感用语要妥善安排，并再三审查，确保没

有任何偏差。同时对于在活动过程中涉及的与国家利益相关

的言语也要进行提前审核，始终坚持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活

动结束后，所有与国旗相关的物品均要妥善安置，从而保障

文化交流活动的顺利开展 [4]。

2 科学辩证的看待各地文化特点，树立大国风范

    文化交流过程中高校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大国风范，

让学生能够科学辩证的看待各地的文化特点，并且学习尊重

他国的风俗习惯，对于涉及宗教信仰的文化更要本着尊重的

原则进行交流学习，要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培养大国气质，树

立大国风范，形成大国气派，本着交流兼容的心态展开学习，

从而正确的认知各地的文化特点，博采众长，并且结合本地

的教育现状，展开积极的创新与发展 [5]。

3 注重文化交流的实用性，开展文化研究活动

    当前的文化交流活动大多停留在交流沟通的层面上，

对于深层次的数据研究和文化底蕴的挖掘力度不足，从教育

的层面看，如果提升文化交流活动的实用性是当前研究的重

要课题。高校要在文化交流活动中起到“领头羊”的作用，

积极开展文化研究活动，建立常态化的文化交流峰会，在高

校内部以及当地形成良好的文化素养提升氛围，不仅增强学

生对各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而且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环

境，为我国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

结语：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教育的创新不能“闭

门造车”，要不断的拓展自己的视野，客观科学的分析国外

的先进教育经验，并且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将这种经验引入

到国内教育中，同时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科学与

客观的两大标准，始终将维护国家利益作为根本宗旨，让学

生们能够在更加多元化的教育环境下成长为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发展贡献力量的重要人才储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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