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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教育建设与大学生文化自信培养融合的策略研究 
杨帆 

（沈阳科技学院  辽宁沈阳  110000） 

摘要：大学生是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的未来希望和中流砥柱，文化自信可以帮助大学生以正确的态度看待多元文化，自觉传承

和发扬传统文化。高校作为现代化人才培养的基地，则要注重加强思政建设，将其作为培养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渠道，实现文化自

信培养与思政建设的高度融合。本文主要针对高校思政建设与文化自信培养融合策略进行分析和探究，希望给予相关教育同仁以些

许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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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ategic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Yang Fan 

（Shen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enyang，Liaoning 110000） 

Abstract：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future hope and mainstay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Cultural confidence can help college students to view multi-culture with a correct attitude and consciously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base for training modern talent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take it as an important channel to cultivate students' 

cultural confidence，and achieve a high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rain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i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relevant educational collea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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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传统文化对现代居民的行为

意识、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和理想信念具有直接影响。大学生群体

是先进的群体，是未来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人才，树立文化自信

有助于大学生对民族文化形成归属感，对学生未来发展和传统文化

的传承具有重要价值。思政教育作为高等教育育人体系的核心内容，

要将文化自信培养融入其中，提升思政教育的鲜活性和生动性，为

学生未来的发展夯实基础。 

1、培养大学生文化自信的价值作用 
1.1 巩固社会主义领导权 

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信息化以及全球化对民族文化带来

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一些网络上的不当言论、错误观念和腐朽思想，

容易侵害大学生群体，导致学生出现思想迷茫、文化缺失等问题，

危害社会主义领导权的稳固性。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人

才，其文化修养和意志品质与国家未来密切相关，通过培养学生文

化自信，能够促使学生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形成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在未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一

名时代需要的人才。 

1.2 培养学生担当意识 

当担意识是高等院校思政教育的核心和重点，尤其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大学生需要具备较强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为回馈社会、服务社会。

在培养文化自信中，通过中国力量和文化内核对学生进行熏陶和感

染，能够促使其潜移默化的形成担当意识。例如在讲述中国故事中，

通过向学生讲述钟南山和李兰娟等医护人员的抗疫故事，促使让学

生领略到其身上的时代精神、使命感以及责任感，学会勇于担当、

知行合一，在未来更好的为社会公众服务。 

1.3 培养学生历史认同感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历史认同感主要是对民族和国

家历史的认知与了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认同感是文化自信

的前提和基础。在培养文化自信中，需要文化与历史充分联系，二

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教师要将国家历史和世界历史进行融合，促

使学生在回顾历史中形成历史认同感。将民族历史生动的展示给学

生，能够让学生接触历史原貌，把握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构和脉搏，

进而形成历史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1.4 坚定学生理想信念 

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需要以人才作为支撑，

大学生作为先进群体，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关

于国家发展。培养文化自信能够促使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将个人

发展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愿意为了国家发展而奉献力量和知识，

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 

2、高校思政教育建设与大学生文化自信培养融合策略分析 
2.1 积极创新教育方式 

以往的思政教育方式较为陈旧，现代大学生群体个性鲜明，难

以吸引学生参与其中，甚至还可能导致学生出现抵触心理，基于文

化自信培养下，高校要注重加强教育方式创新，引入新型的教育方

式和教育理念，促使学生形成文化自信。首先，思政教师要根据大

学生的个性特点和成长规律，有针对性的制定思政教育方案，将文

化自信融入其中，有规律、有顺序、有层次的培养文化自信；其次，

充分挖掘传统文化内涵，将其作为思政教育的核心和重点，促使学

生在学习思政知识中，加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最后，利用辩证法

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度剖析，引导学生提炼出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

文化渗透促使学生树立文化自信。 

2.2 充分利用媒体资源 

通过灌输的方式培养文化自信不符合当代学生的个性特点，现

代大学生喜欢观看视频节目，在文化自信与思政教育融合中，教师

要树立时代意识，充分利用媒体资源引导和鼓励学生挖掘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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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学生创新意识和文化自信的协同发展。例如当前较为流行的文

化类节目，包括《世纪大讲堂》、《百家讲坛》、《国宝档案》等，都

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教师可在课堂中组织学生观看，唤醒学生

对传统文化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学生在观看节目中，不仅能够对

传统文化形成更加深层次的认知，还能够了解民族发展史。 

2.3 在课堂中讲述中国故事 

讲述中国故事是培养文化自信的关键途径和重要抓手，以讲述

故事的方式，能够激发学生对思政教育的兴趣，从故事中感受、体

验以及品位传统文化，提升学生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文化的自信。教

师在讲述中国故事中，要注重故事的教育性、形象性以及生动性，

起到感染和吸引学生的作用。教师在讲述中国故事中，要将故事与

思政理论充分结合，例如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这一

部分内容中，教师可为学生讲述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和井冈山时期发

生的故事，通过故事促使学生体会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又例如在

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一部分内容中，教师可为学生讲述

万里长征和井冈山革命的故事，加深学生对红色文化和革命文化的

了解，坚定其红色文化自信；再例如学习“社会主义改造”这一部

分内容中，教师可为学生讲述“铁人王进喜”、“两弹一星”的故事。 

想要突出故事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教师要善于应用多媒体技术

和信息技术，例如应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故事情境重现，可以带给学

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让学生足不出教室就能够领略到故事的深刻文

化内涵。同时，教师在讲述中国故事中，还可以与学生互换角色，

将“讲故事”的机会交给学生，学生在讲述故事中，不仅能够获得

深刻的体验，还能够感受故事中蕴含的理想信念和文化内涵，促使

其形成文化自信。 

2.4 加强网络舆论引导 

当代大学生成长于信息时代下，对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并不陌生，

尤其随着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等移动终端的普及，学生更加习惯

利用网络获取知识和信息。但是网络文化参差不齐，其中存在的一

些腐朽思想和错误观念，容易对学生形成误导，在开展思政教育中，

高校要注重加强网络舆论引导、优化网络环境管理。首先，建设思

政教育网络平台，利用课题研究、知识竞赛以及社会调研等方式，

在校园内部形成思政舆论引导，向学生群体积极宣传社会正能量和

传统文化，地域外来思想和多元文化；其次，对校园网络环境开展

动态管理和监督，邀请相关部门参与到校园网络监督中，对大学生

的网络行为进行分析，做好互联网舆情引导和分析，为培养文化自

信创设优质网络环境；最后，利用计算机学科、论坛、讲座等方式，

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引导，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

世界观，对网络中的信息具备较强的判断能力和思辨能力，避免学

生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失去方向，同时，高校还要以网络为载体，

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分享给学生，利用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等新

媒体平台，定期推送有关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的相关文章，促使学

生在长期阅读中潜移默化的形成文化自信。 

2.5 发挥学生社团的聚集作用 

在大学校园中，学生社团是大学生自发组织的团体，其具有聚

集作用，可将拥有相同爱好、兴趣的大学生聚集在一起。在开展思

政教育中，高校要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作用，在校园中形成浓郁的

传统文化氛围，为文化自信培养创设环境基础。首先，高校团委要

与学生社团和学生会等组织开展定期协同和沟通，基于文化自信下，

开展形式各样、内涵丰富的校园活动，例如在传统节日端午节来临

之际，举办诗歌创作活动，在元宵佳节之际举办猜灯谜活动等，利

用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节目开展文化渗透，有助于学生形成文化自

信；其次，学生社团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聚集作用，鼓励社团成员积

极参与到活动中，并且根据社团性质在内部举办具有浓郁传统文化

色彩的活动；最后，高校要注重给予学生社团以扶持和帮助，尤其

在举办各种社团活动中，高校可给予资金扶持，或者派遣教师进行

指导，提升社团活动的趣味性和文化性，将其作为校园文化的关键

组成部分。 

2.6 带领学生开展社会实践 

思政教育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基于文化自信下，教师要注重带

领学生走进社会，通过各项社会实践活动，体会和品味民族文化，

通过大量实践而形成文化自信。首先，教师要充分利用当地的名胜

古迹、革命基地，带领学生参观中不仅可以感受其中蕴含的红色文

化和传统文化，还能够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其次，

邀请传统文化大家或者学者来校举办讲座，提供给学生更多了解民

族文化的机会，例如邀请知名红色文化研究专家金一南教授，为学

生讲述共产党的发展历史，能够促使学生了解那段峥嵘岁月，了解

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以及历史使命；最后，与当地社区以及机关单位

开展合作，为学生提供社会实践的平台，例如与社区孤儿院联系，

组织学生到孤儿院中为孤儿传授文化知识，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社

会责任意识，还有助于其形成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2.7 加强思政教育队伍建设 

思政教育人员是开展教育活动的主体，基于文化自信下的思政

教育，需要思政教育者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因此，高校要注重加

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首先，思政教师要注重转变固化的思维理念，

基于文化自信下对思政教育内容、形式和途径进行调整，促使教育

活动更加贴近大学生的需求；其次，发挥辅导员在思政教育中的价

值和作用，在平时关心和爱护学生，从身边的小事为教育切入点，

实现文化自信培养的润物细无声；最后，利用文艺演出、报告会等

方式传播传统文化和社会正能量，对学生起到文化熏陶和思政教育

的双重作用。 

结束语： 
总而言之，文化自信体现了大学生对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认

同，是大学生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重要体现，思政教育作为高等

教育育人体系的核心内容，要将文化自信培养融入其中，促使学生

形成文化自信，在生活和学习中自觉传承传统文化，提升大学生群

体的文化素养、爱国意识以及思政水平，为我国输送更多高素质、

现代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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