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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的培育研究
谢　强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7000）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他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

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

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当代大学生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主力军，大学生文化自信是指大学生在对民族文化和先进文化价值认同

的基础上，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在对外来文化批判与借鉴的过程中实现整个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文化强国的大环境

和大背景下，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学习者和继承人，其文化自信的增强和树立对自身全面发展、应对多元文化等方面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就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的培育展开论述，分析现阶段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困境，提出具体

的对策。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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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阶段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困境

（一）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意志力不坚定

目前来看，一些大学生虽然了解一部分优秀传统文化，但对

于文化自信的了解度还不够，容易受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产生动

摇，这种情况下不能坚定文化自信，也不利于其自身发展。

近年来，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大学生接受文化的方式发生

了根本性变化，在多元文化的交织过程中，他们的心理也发生了

根本性变化，不利于其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也容易使其陷入思维

困境，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二）对优秀传统文化认识不足却盲目自信

现阶段一些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仅停留在表面，但

谈到传统文化时，他们总是津津乐道，甚至还故意夸大传统文化，

对外来文化也有抵触心理，这种情况下不利于其坚定文化自信，

也容易使其对文化产生曲解。

还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评价文化是否有传承价值的标准为该民

族历史是否长久，以五千年文化为论述点，认为中华文化高于一切，

这种盲目的文化自信也不利于其打开视线观察外族文化，也容易

使其在文化中迷失自我。

二、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的培育路径

（一）深度剖析传统文化内涵，为学生坚定文化自信保驾护

航

1. 鼓励大学生进行文艺创作

文艺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其为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的有

效产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要引导大学生进行文字创作，

走进民众的生活，感受民间艺术，在此过程中汲取艺术的养分，

获得自我发展的力量。

首先，高校可举办各种文艺创作活动，如以“绿色、环保”

为主题的产品创作活动（不同种类垃圾箱的创意制作）、以“绿

色消费”为主题的规划比赛、以“中国精神”为主题的摄影活动等，

通过多元化的创作比赛感受传统文化，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2. 开展主题活动，提升学生文化意识

开展主题活动有利于深化校园文化的内涵，营造良好校园氛

围，培养学生传统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举措。

高校作为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要加强传统文

化渗透力度，依托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优化教育形式，拉近与

学生之间距离的同时，提高学生文化意识。

基于此，高校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诵读活动。中华优秀文化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五千年的历史沉淀，蕴含着多种形式的情感，

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位中华儿女。教师在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工作时

可以开展多种主题的诵读活动，陶冶学生情操的同时，帮助其梳

理正确的价值观念。

如：读《满江红》，能够从中感受祖国山河波澜壮阔的豪迈气概，

感受中国人民坚韧不屈的优秀品质；诵读《诗经·卫风·淇奥》，

帮助学生明确学习方向，使其学会珍惜时间、把握机会，努力拼搏。

在此过程中，高校还可以聘请专业学者到校对学生朗诵情感

基调、韵律把握等方面进行点评，并将诗词、文章背后蕴含的情

感、哲理展现于学生，使其进一步感受这些经典著作的内在底蕴，

并把握其中所传递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来面对日后学习、成长。

（二）拓展传统文化教育路径，为学生坚定文化自信添姿加

色

1. 借节日之力，创设浓厚的文化氛围

就目前来看，我国推行传统文化多采用与传统节日相融合的

措施。例如：将端午节、清明节等节日纳入法定节假日的范围，

并在此过程中开设相应的文化活动进行传统文化的宣传。各个高

校也纷纷效仿，让学生自行选择进行学习，但从教育开展情况来看，

节假日放假期间多数学生选择回家，只有少数学生会选择参加一

些传统文化活动，校园的传统节日氛围并没有得以形成，教育开

展效率与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

为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教师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教

育的重要性，立足学生发展实际，优化教育形式，切实提高传统

文化教育质量。

（1）高校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传统文化宣传力度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反映民族特性、人文风情的文化，与生活

紧密联系。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可从历史文化、社会背景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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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生讲解节日发展历程，并将其蕴含的情感以图片、影像、舞

台剧等形式展示于学生，加强大学生对传统节日的认知。

在此过程中，教师也可以联系历史、思政等多个学科，根据

现阶段学生认知合理设置教学内容，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剖析，

帮助学生探寻节日背后的现实意义，从而使其更好地传承、弘扬

传统文化。

（2）教师要加强教育、培养学生传统文化意识

大学生作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体，关乎着民族、国家发展。

为此，高校教师要把握教育规律，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通过对现阶段学生情感认知、思想道德的深度分析，创设多种形

式的教学情境，帮助学生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主

力军的历史使命，并从思想上给予相应的重视。

例如，教师可以借助微信公众号、微博等信息技术，将传统

文化以图片、视频等形式展示于学生，并通过线上播放次数反馈、

线下问卷调查等形式对当下学生传统文化意识进行汇总，纠正目

前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上的偏差，使其真正了解民族之本、国

家发展之魂，正确、理性、科学地看待文化发展，从而自觉地弘

扬传统文化，做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弘扬者和传播者。

2. 打造传统文化资源共享平台

目前来看，我国文化还存在分布不均的情况，对于这一情况，

搭建文化共享平台不乏为一种好方法，其能实现多种文化的交流，

也能打开文化闭塞的通道，扩大当地文化的影响力。对此，高校

要依托互联网之力，为学生搭建文化资源共享平台。同时还要注

意以下两个问题：

（1）扩大校园网覆盖范围

高校要增加互联网建设资金，实现校园内互联网全覆盖，为

文化共享平台的搭建奠定基础。与此同时，高校还要聘请平台助

手优化平台设计，契合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设置多元化的栏

目，如“大学生如何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大学生应知法守法”“当

代文化的缺失”激发大学生的浏览兴趣，同时还要给学生传播网

络的正确利用方式，趋利避害。

（2）加强平台监管力度。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各个高校在搭建文化共享平台时还要加

强管控，避免黑客侵入带来一些不良文化。与此同时，高校还可

适当加密学生的浏览主页，避免外来广告弹入分散学生的注意力。

此外，大学生也要严格遵守用网规范，正确用网，使传统文化入脑、

入心。

（三）鼓励中外交流，为学生坚定文化自信明确方向

1. 开展中外交流活动，促进文化融合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西方文化逐渐涌入中国市场，

思想的不同使得学生价值观、文化观出现偏差，这也为教师教学

工作开展带来了挑战。学校作为学生与社会、世界交流的媒介，

要紧跟时代发展潮流，正确看待西方文化，择优除劣，加强与国

外学校的交流。

不仅如此，高校之间还可以开设“孔夫子学院”，为留学生

搭建一个自由的交流平台，并开展“文化汇演”等活动，通过情景剧、

幽默小品等形式帮助学生正确看待文化差异，为中外文化交流工

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2. 开展交流讲座活动，坚定文化自信

高校可以定期聘请一些华侨为客座讲师，通过座谈会，分享

自己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理解，并详细列举中西方国家文化之间的

差异，深化学生、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的同时，使他们真正理

解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并由此树立正确的文化意识。

（四）注重家校共育，为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奠定基础

1. 注重家风建设，提高学生文化素养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家风建设能为学生

接触优秀文化奠定基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要鼓励学生家

长注重家风建设，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首先，家长要对优秀文化有新的认识，并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与学生共同品读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提高自身的思想高

度，这种方式也能拉近家长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使学生在家乡的

引导下了解为人处世的原则，掌握更多的沟通技巧，以优秀文化

引路，促进自身道德素养的提升。

其次，家长可在假期引领学生深入传统文化工艺区感受民间

文化，在与民间老艺术家沟通过程中深化自身对文化的理解，深

度剖析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立身之本，汲取文化中“勤劳”“善

良”“坚持不懈”等美德，品味文化之韵味，逐步提高自身的文

化素养。

2. 注重家校共育，打造立体化环境

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是一条长远的道路，在此过程中学校与

家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结合起来能够为学生打造立体化环

境，也能有效补充教育资源，使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有新的认识，

逐渐树立信心，进而发展成文化自信。

与此同时，家庭教育也要借鉴学校良好的经验，丰富对传统

文化的理论认知。与此同时，学校也要为家校共育搭建良好的平台，

使双方深度交流，形成教育合力，使学生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三、结语

优秀传统文化犹如沧海明珠，其为当代大学生学习及生活都

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教师要深化对优秀传统

文化的认识，鼓励大学生进行文字创作、打造传统文化资源共享

平台、注重家风建设，家校共育打造立体化环境，多措并举，使

当代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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