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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自信意识的培育和强化 
韩广印  何先敏 

（皖西学院学院  安徽省六安市  237012） 

摘要：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部分辨别能力不足的大学生文化自信意识受到消解，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甚至对党和社

会主义道路产生怀疑。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意识的生成有其内在逻辑和规律，要从文化认知和文化体悟方面着手，注重学生的文化价

值观教育，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利用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增强党史、国史教育，加强改进党的领导并做好

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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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

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和论断，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

问题。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加强大学生文

化自信自强意识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铸

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举措。要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

培育和强化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意识，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大学生

只有文化自信自强，才能理直气壮的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才能肩

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一、历史虚无主义对大学生价值判断的影响 

大学生要实现文化自信，首先就要做到对本国历史的高度认同

和热爱，从而历史自信。但历史虚无主义之风的掀起，却在很大程

度上解构着大学生的历史自信，给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产生了极其

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发

生动摇，对中国道路和党的领导产生怀疑。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历

史研究”、“重新评价”的旗号，以学术研究为名，肆意的裁剪、拼

接历史，故意忽略历史规律和趋势，从而达到“否定”和“丑化”

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目的。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笔下，革命

成了暴力的代名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中国翻版、董

存瑞举手炸碉堡是因为手上被绑了胶带、邱少云的牺牲从生理学上

是不存在的、近代中国的挨打是因为中华文化的落后造成的等等。

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污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知体系是历史虚无主

义，企图愚弄大众相信他们的历史认知理论才是科学的、正确的、

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他们故意放大历史细节，以此向公众证明主

流意识形态在编造历史“撒谎”成性，使原本确信无疑的主流认识

变得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在这种被虚无的历史影响下，部分大学

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怀疑，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

克思主义心生反感，原本的政治信仰更是荡然无存。 

二是颂扬西方文明矮化民族精神，复兴之路遭受信心阻碍。中

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在生产力上长期领先于世界，并

始终以自信自立的精神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虽然遭受了

西方的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没有屈服，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

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披荆斩棘，经过革命、改革

等一系列的艰难奋进中，把曾经一穷二白几乎沦为世界边缘的国家，

重新拉回来世界舞台的中央，使得民族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

激发。在这种精神鼓舞下，中华民族正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阔步向

前势不可挡。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却直接否定了中国近代以来中国

人的抗争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将民族英雄肆意抹黑丑化，企图贬损

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

“我们的民族不仅‘愚昧’、‘丑陋’，而且充满‘奴性’、安于现状、

逃避现实····而把中国优秀的文化和文化传统说成是走向没落的

‘黄色文明’，要现代化只有乞灵于西方的‘’蓝色文明’”[1]。对中

国精神的这种贬抑和否定，对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和积极心态会产

生消极影响，许多人对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产生厌恶，对西方的意识

形态反而心驰神往。这种黄皮白心的现象，极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因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被矮化、丑化，优秀的

文化和文化传统被否定、抹杀，民族独立的历史被嘲弄、糟蹋”[2]，

这样一个精神缺钙的民族是绝对无法立足主世界民族之林的。 

二、大学生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 

文化要想自信首先就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所了解，但当前有相当

一部分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系统性的认识，导致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蕴藏的优秀思想、崇高理念以及价值观念、历史经验等有

益元素在传承的过程中出现衰减。这样的文化认知情况下，是很难

做到文化自信的。文化自信意识的形成有着其内在的逻辑规律，总

体而言“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生成的前提，文化实践是文化自信生

成的条件，文化传承是文化自信生成的基石”[3]。全世界各名族文化

形态各式个性，任何人都很难在短期内“厘清所在民族的发展脉络、

蕴含的内核以及传承的价值等内容”[4]。因此，文化自信的首要就是

要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认知能力，让大学生们对中华文化中蕴含的美

丑、善恶、义与利等基本价值观有所了解和掌握。认知是基础，在

认知基础之上的体验和实践又是文化自信生成的关键。文化的分类

有精神文化、景观文化、礼仪文化等多种形态，不同形态的文化都

可以通过感官触及、亲身体悟等途径在体验中加深认知。如果仅仅

将对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认知层面，那么对文化的理解就会显得苍白

无力。所以，大学生在获得对中华文化基本认知的基础上，只有对

文化的各种形态进行亲身实践以后，才能走向文化自信。多年前，

国家调整节假日放假政策，将清明节和中秋节也纳入到国家法定节

假日，就是通过文化实践体验增强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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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文化的重要内核在于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而文化传承与创新又是大学教育的四大职能

之一，大学生天然的就承担起了文化传承创新时代重任。文化认知

和文化体验上所形成的文化认同， 终需要经过文化传承从而达到

真正的文化自信。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明显的表现在于他们能够主

动的进行文化实践，能基于内心需求以及时代要求进行文化创新。

他们会在生活、学习、工作的过程中，发自内心的从中华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养分，以脚踏实地的态度和

信心满满的情怀，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三、大学生文化自信意识的培育和强化 

培育和强化大学生的文化自信，需要从认知、实践已经创新传

承三个方面着手推进，但同时大学生的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有

会非常容易的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旗帜鲜

明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牢牢把握舆论的主动权。因此，如何培育

和强化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其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加强文化认知教育。教育是党之大

计，国之大计，大学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培养一代

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加强大学生的文化认知教育，必须

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增强做中国人的底气、骨气和志气。第一，

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一

个未曾中断的文明，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积淀丰富的物质和

精神财富，这是中华民族自信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和底气。要

加强大学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学校要多举办有关传统节日的庆典

和活动，鼓励学生在传统节日的庆祝方式上推陈出新，极力营造浓

厚的节日氛围，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少关注洋节。第二，加强近现代

史和党史教育。文化的自信 终都是要归宿于历史自信，要理直气

壮的反驳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类错误观点，并引导学生树立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和观点，学会用唯物史观去科学的评价历史。要在近现代

史和党史学习教育中，使大学生深刻意识到我党在探索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

规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第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自信的本质是价值观自

信”。[5]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凝练和总结，是中国精神的高度

概括。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要

向学生讲清讲明，使大学生彻底看透西方价值观的真面目，引导学

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振奋中国精神。 

其二，提高实践教学比重，增强实践育人实效。在 2016 年颁布

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

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的改革创新，强化社会实践育人，

提高实践教学比重。社会是大学生 终的实践场所，也是促使大学

生快速成长舞台。一方面，高校应尽可能多的在课堂教学以外，增

加实践教学的种类，比如企业实习、政企交流、校园文化建设、志

愿服务等等，让学生在具体的实践中增长见识、锻炼能力，在了解

国情民意的过程中加强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红

色资源进行红色主题的社会实践，培养大学生爱党爱国情怀。通过

革命文物的展示、革命事迹的宣讲、革命歌曲的传唱，从而坚定大

学跟党走的决心。此外，各高校要注重校史校风教育，组织学生讲

校史、说校训、邀请注明校友谈规划等形式，让学生从身边的故事

中感受到学校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文化自信。 

其三、抢占阵地亮旗帜，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第一，要守

好线下教育阵地，办好高校思政政治理论课。通过思政课对学生进

行思想价值观教育，是我们进行价值引导的巨大优势，也是我们坚

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的重要渠道。思政课在教学内容上要注意与时

俱新，要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帮助他

们正确理解和分析中国近现代历史，并旗帜鲜明的反对历史虚无主。

第二，加强互联网思政政治教育，建设和利用好网上阵地。互联网

上的意识形态斗争异常激烈，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散布续

交消息，企图搅乱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让国人难以形成统一的价值

共识，极不利于人们万众一心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需要高

度重视互联网阵地建设。高校要利用和维护好各类官方互联网平台，

要敢于发声，要维护官方发声渠道的权威性。建立舆情检测系统，

及时掌握学生间的不良思想传播动向，将舆情影响控制在 低范围。

同时，积极发挥学生党员的作用，培养大学生的“意见领袖”，让他

们正确引导学生舆论，及时劝导一些思想和观点偏激的学生，帮助

学生合理理性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第三，要加强对学生自媒

体平台监管和引导。精准掌握学校内有影响力的大学生自媒体博主，

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引导他们通过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传

播客观的历史，理直气壮的对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历史进行实

事求是的传播和肯定。同时，培养和训练他们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

方法，指导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全面客观的阐释中国近现代历史，

从而让大学生看清历史虚无主义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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