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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全球化对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的影响及其对策 
赵禹棋 

（南昌工学院  330108） 

摘要：党和国家将大学生民族精神视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培育内容，并制定了相关的教育意见作为教育教学的宗旨与
原则。在新形势下的思潮影响下，要让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在冲击与挑战之下，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是当今教育领域、高校教师需
要认真加以思考和研究的。面对多元化的社会思考，制定可行性高的教育对策，才能有效地促进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工作有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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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并行对世界思想意识形态产生的影
响是随着社会思潮与文化观念的涌动，我国大学生的民族精神教育
不断面临着冲击与挑战。尤其是在应对西方一些国家宣扬的所谓
“自由、民主”的思想，渗透了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无
形中对当代大学生的精神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
负面作用。 

一、新形势下社会思潮多元化对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影响 
1、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包含了对内涵的认识和对价值的把握。

中华民族精神向来是民族情感的基础。因此，对民族精神认知的影
响首当其中的是对民族精神内涵与价值产生影响。 

2、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判断，是大学生对于民族发展、民
族凝聚力的认知。当代大学生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判断，应是
将之视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国家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是由于受到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影响，一些大学生在对中华民
族精神的认知上有了不够客观的评价，他们不认为中华民族精神的
价值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多大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凝
聚、价值、导向、激励功能没有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 [1]。 

3、民族价值观在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形态里，是决定他追求价
值目标的行为的指南。当民族价值观发生作用时，一个人就具有了
思想和行为的导向。但是在社会多元思潮的影响下，大学生本应将
国家民族利益作为重中之中，却在关键时刻产生了动摇。 

4、社会思潮多元化也影响到了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当民族
利益受到侵害时，一个人对民族责任和民族荣辱感的态度就能说明
它的民族认同感是否正确。这个认同感包含了自信心、信仰等因素。
在大学生群体中，对民族的自豪感和信仰与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可谓
是并行的。近些年来，由于全球文化的传播性和渗透性，一些国家
凭借着经济、技术优势，利用网络等信息传播等进行其文化的侵占，
将消费、影视等融入了思想意识形态，对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主体
产生了非常突出的影响。 

5、民族意识是在对中华民族历史、民族精神、使命有了充分
了解之后产生的。民族意识的沉睡与觉醒是一个时代的削弱或者走
强的标志之一。当代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在形成中就已经存在了很多
问题，甚至无法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正确的评价，就更加谈不上发
展与壮大了。而且由于全球的联系日益密切，很多国家提出了民族
主观观念过时论，认为全球大环境下，国界已没有存在意义，人权
高于主权。这种文化和思潮乱象混淆着大学生的视听，误以为全球
化正在打破国与国的界限，世界进入共享时代，他们没有看到那些
打着全球共荣口号的国家所做的掠取资源的行径，轻率地放弃了国
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放弃了爱国主义的伦理价值取向。 

6、一个民族的力量关键来自于内心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个力
量来资源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发展，是人们相信自己民族不断
进步和发展的心理认同感。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的建立是对本民族
历史文化的认同，对成就的自豪感和对中国在国际地位中屹立于不
败之地的坚定信心。但在社会思潮多元化的背景下，由于来自不同
国家不同地区的思想和文化冲击，使得大学生的民族自信息产生了
复杂的因素。 

二、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对策 
1、首先，高度重视民族精神培育，将中华民族优秀悠久的历

史和问题在高校的课程设置中加大比重。其次，将高校作为培养大
学生民族精神的主要阵地，在学习和生活上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工
作。利用高校的人文优势和人才优势，有效整合教育资源，促进大
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工作；第三，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保证民族
精神教育工作能够长久地坚持下去。保证民族精神培育工作长流水
不断线的条件之一就是师资力量，再就是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同时
还要给予评估机制作为保障，给予专项经费予以支持，才能促进大
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工作的长足发展。 

2、提高民族精神培育工作的队伍素质，教师起着重要作用。
首先要提高教师队伍的道德素质，通过构建道德评价体系，将教师
的道德情况纳入到道德评价体系中，将道德评价情况与个人收入联
系起来，增强教师自觉进行道德素质建设的动力。通过宣传、教育
等工作，帮助教师认识到自己的道德素质在民族精神中培育工作中
的重要性[2]。 

3、首先要将中华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根植到大学生的思想意
识形态里，牢牢把握中华民族璀璨的历史文化这一主线，激发大学
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从而树立其坚定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其次，
将社会责任感作为大学生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支撑，让大学生明白
自己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并了解自己要为行为后果所承担的责任。
在价值观念错综复杂的今天，学生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
思想倾向，只有树立社会责任感才能将大学生的思想意识牢牢地固
定在关注国家和民族兴衰的发展态势上，引导学生将个人价值追求
与社会责任和民族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4、在课程设置上，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渠道，通过更
新课程内容，升级教学方法，转变教学思路，将理论与实践向结合，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点，而不是单纯的知识和理论的输灌。让
学生们了解到，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的，
学习这一课程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从情境教学模式中，大学生通
过音频、视频、图片等崭新的教学手段，也能感受到思想政治理论
课程的教学效果。 

结语： 
国家针对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早就作为指导方针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了作用。围绕培养大学生民族精神
的教育，始终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帮助大学生抵御各种思潮
的冲击，成为能够担负历史使命的、具有正确思想意识形态的可用
人才。本文从新形势下思想浪潮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
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对策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期望对当代大学生
民族精神的培养具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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