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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既是我国

政府与人民的精神志气，又奠定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

持有的坚定信心 [1]。文化的传播关键在教育，高校教育

更需要深厚的文化积淀来传播。高校的办学特色、教育

活动，都是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高校应以文化自信的

渗透与融入为重要课题，明晰大学教育宗旨及使命，根

据学生身心发育特点，积极探讨培养学生文化自信的策

略。

1　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基本内涵

1.1 文化自信

文化作为精神层面，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准

则，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

的认知体现，今天形成的文化自信，从本质上来源于深

厚的文化根基，在浓厚的文化底蕴中，形成并建立起传

统民族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众

多的文化体系外在是文化，内在是精神，这是思想理念

体系的构建，包括奋斗精神、担当意识、功德意识等，

这是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形成的主要依据。比如，

红色革命文化，是我国革命精神体系的集中体现，井冈

山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不仅是宝贵的文化财富，还是

文化建设的根基，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高校作培育学生的教育基地，需要在学生群体中渗透文

化发展信念，引导学生更好地传承和革新文化基因，投

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实现个人理想和远

作者信息：陈芳，女（1974.09-），汉族，四川渠县，硕

士，贵州大学人民武装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

学、教育管理、心理学。

大抱负。

1.2 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侧重和突出的是自觉，是一个国家和民族

的文化觉醒程度，具体地来说，具有历史文化知识背景

下，既要分析自身文化优势及缺陷，又要与外来文化进

行对比，处理好文化兼容问题，创建“天下大同”的文

化格局，促进各类文化的积极发展和共同进步 [2]。文化

自觉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站在不

断发展的视角阐述文化自觉，深入分析文化发展规律及

特征，高校自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担当，树立起文化发

展旗帜，为我国文化发展赢多更多空间，切实提升文化

软实力，促进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实现。

2　文化自信的自觉养成下大学教育如何肩负历史

使命

2.1 夯实大学的文化根基，以文化自觉引领文化自信

高校是先进文化不断碰撞和交流的大熔炉，师生之

间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在知识的海洋中，应打造丰富

多彩、个性独特的校园文化建设，积极调动学术主动性

和积极性，深度挖掘学生创新精神。文化是内在软实力，

高校应自觉承担培养学生文化自觉自信的责任，不断夯

实大学文化根基。高校教育需要学会自我调适，突出广

大师生的主体地位，推进各部门、各学院的教育服务职

能，高校应尊重学术、尊重学者，以文化自觉引领文化

自信。

“欲信人者，必先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之间

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费孝通、陈先达等学者从不同角度

阐述文化自觉在指引文化自信中的重要性。高校为培养

当代学生的文化自信，需要从文化自觉立场出发，增强

广大师生文化认同感和责任感。与此同时，解析和沥青

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明确历史渊源及发展方向，

文化自信的自觉养成与大学教育之使命

陈　芳

贵州大学人民武装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高校作为培育新世纪应用型人才的主阵地，应肩负起立德树人重任，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积极弘扬优秀

传统民族文化，切实为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贡献。文化强国战略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化，需要高校形成历

史文化高度，引领学生去传承和革新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积极应对多元化环境下的机遇和挑战，创新文化自信于

学生群体中自觉养成途径，使大学教育之使命上升新高度，秉承我国文化根基的责任担当。

关键词：文化自信；自觉养成；大学教育；使命



85

教育论坛: 4卷2期
ISSN: 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引领学生提高自我认知，拓展文化知识储备，切实提升

文化知识运用能力和信息鉴别水平。

2.2 以开放的心态肩负大学使命，积极推进文化自信

的多维度教育

文化自信是对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总结与肯定，包

含众多形式与内容。当今社会各种思潮思想盛行，海量

信息冲击着学生视野，如何鉴别多元复杂文化信息的利

与弊，是高校肩负文化自信使命中的重要任务。高校培

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并不是盲目的自信，也不是对传统

民族的文化抛弃与传承，而是战在民族复兴高度增强学

生通识教育。同时，明确大学教育使命，采取有效方式

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自信，将世情、国情教育引入到教

育改革中，尤其是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

更需要积极推进文化自信的多维度教育 [3]。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革新，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西方文化思潮侵袭着学生的价值观，学生信息鉴别

能力差，互联网信息时代学生获取信息渠道和途径更加

多元化；上述因素使高校发扬文化自信道路上面临着机

遇和挑战。当前很多高校基本形成同时课程体系，具有

科学性、系统性等特点，为更好地体现学生群体中的文

化自觉，需要注重对课程内容的引用及教学方法的创新。

考虑到学生个性鲜明，在植入文化教育时，应注重学生

的情感体验，切实引导学生做到知行合一。由于学生有

着较强的可塑性，高校应在准确把握文化发展脉络的基

础上，开设相应的文化团体活动，如诗歌朗诵会、辩论

赛等，切实提升学生文化传承及创新水平。此外，为保

障多维度教育更好地开展，高校应打造高水平、高素质

的教师团队，切实增强专业教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意识，根据专业课程建设特色，深入解析文化因素，打

造第二课堂活动，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当然，教师在

实际教学过程中，应有目的、有意识地去引导学生进行

自我教育，提升文化应用水平，运用所学排解存在的焦

虑及困惑，促进文化辨别能力提升。多维度教育作为文

化自信构建中的有效途径，高校应灵活运用，打造文化

教学基地、创建网络教学平台等，发挥文化教育体系中

潜移默化的效果。

2.3 以中国梦凝聚大学精气神，创新文化传播方式

我国为实现更好的发展，提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

等战略，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教育基地，肩负着历史使

命和国家建设重任，更应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以中国

梦增强大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高校在近年来取得显著

的教育成果，为国家和社会培育的大批的先进人才，在

实际教育过程中，也显现出一些问题及不足，采用的教

学方法与文化自觉自信目标不相符，从而难以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为此，当前的高校教育，需要将中国梦教育

融入到专业课程建设中，既要培育学生地域认同感下的

文化自信，提升学生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又要创

新文化传播方式，使文化自信自觉在广大师生群体中普

及化、生活化和应用化。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满足高校人

才建设需求，在对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中，应积极创新

传播方式，采用构建官方微博、文化公众号等方式，充

分发挥网络特色及优势，促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4]。

3　结束语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标志，高校在发

展和建设中，应坚持师生的主体地位，强化通识教育，

使文化自信自觉融入到专业课程中。高校应根据学生身

心特点，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发挥教育潜移默化效果，

引领学生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从而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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