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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学生文化自信提升探析
刘欣凤 韩莹

（淮阴工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3）

摘要：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新时代大学生是否能够坚定文化自信，影响到我国未来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是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将文化自信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可行性，高校应基于思想政治教育从思想政
治理论课、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加强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强化大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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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意义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大学生是青年的生力军，

大学生能否健康成长成才关乎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因此，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一方

面，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有利于提高大学生辨识文化能力，强化对

我国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我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令世界

叹为观止，但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读书无用论、享乐

主义等不良之风影响大学生的价值判断，面对腐朽文化的侵蚀，运

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武

装大学生头脑，积极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满足大学生精神需求，

提高大学生辨识优良文化能力，引导大学生自觉抵制不良文化，促

进大学生全面理解并认同我国文化，增强对我国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和自豪感；另一方面，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有利于落实高校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积蓄力量。立德树人首先要从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通过

文化自信教育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综合型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文化自

信教育是从文化的角度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两者在本质上是一

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对提升大学生文化

自信有重要作用。

第一，正确辨别文化，坚定政治方向。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

式增长，传播途径众多，各种思想文化交流碰撞，享乐主义、奢靡

之风等滋生蔓延，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功能贯穿于教育全过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传授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辨析各种

文化，辩证看待外来文化，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正确价值观念

和坚定正确政治方向。

第二，增强大学生对我国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思想政治教

育作为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的载体，一方面其灵活性与实践性为文

化自信教育提供多种形式，使大学生在生活学习中自觉加强对本国

文化的学习，真正做到文化自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另一方面其

时代性引导文化自信教育结合时代要求，创造性转化、发展优秀传

统文化以扩大其影响力，使大学生深入理解、体悟传统文化，真心

认同传统文化并将之作为道德准则，有强烈的文化自豪感。

三、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学生文化自信提升的具体措施
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具有长期性和复杂

性，需要系统规划，全员参与，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校园文化环境、

第二课堂等方面入手，使文化自信教育伴随大学生学习生活，增强

文化育人实效。

第一，将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

重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将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系统性融入课堂教育，开设相关的必修课，引导大

学生正确认识并理解我国文化，从本质上提高大学生对我国文化的

认同感，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第二，创新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方式。授课内容上符合国

家要求，紧抓时政热点，引导大学生对时政热点下的文化价值观进

行辨识，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课堂教学上注意与学生多交流互动，

根据学生的反馈实时调整上课进度等。课堂教学与课后实践相结

合，现已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布置课后调研任务，提交调研报告，

值得提倡，针对文化自信的调研也应作为重要内容，有利于大学生

对文化的深层理解。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相结合，疫情使线上课程

走进我们的视野，线下面对面教育有着不可磨灭优势，线上教育也

有不受时空限制的有点，教师既可以自己制作关于文化自信教育的

视频也可以从爱课程等平台选取优秀的课程资源，使大学生随时随

地接受文化自信教育，提升文化意识。

第三，营造良好文化氛围，加强教职员工文化素养培育。高校

应加强文化环境建设，营造浓郁的文化学习氛围，加大对教职员工

特别是思想理论课教师的文化素养培训力度，高校全体教职员工都

赋有育人职责，只有我们教育工作者真的了解、认同我国文化，才

能无形影响到学生，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

第四，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主动占领网络文化教育新阵地。新

时代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和各种媒体平台迅速，高校应建设好、管理

好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等主流媒体平台姥姥占据思想引导和文化传

承的制高点，大力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导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第五，文化自信教育全方位融入到第二课堂活动。第二课堂是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之一，将文化自信教育融入第二课堂中具

有可行性。第二课堂包含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多种形

式，可以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厚植爱国主义，比如到周恩来纪念

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新生入学教育、志愿服务等，结合党史

学习开展征文和微视频制作比赛等，社会实践围绕文化展开等，通

过第二课堂将文化自信教育融入到学生的生活学习之中，坚定文化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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