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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文化自信的培养 
袁  晶 

（渤海大学  辽宁锦州  121031） 

摘要：当代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民族复兴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力量，也需要文化自信的精神食粮，没

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青少年作为祖国的希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而当下，我国青少

年对中华传统文化自信、革命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认知还不够深刻。因此应充分唤醒青少年对文化的自觉，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史为鉴，延续红色基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使青少年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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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少年文化自信培养的意义 

文化即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

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1] 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意识形态也

在发生转型,其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加复杂,在境外反对势力的入侵

下,各种各样的不良社会思潮使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

到剧烈冲击。[2]思想文化领域一旦“根不稳、魂不定”,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精神根基将会动摇。因此,增强文化自信,夯实思想基础成

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培养青少年的文化自信有利于

青少年强化文化认同、有利于青少年不断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有利于青少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高文化认知、

文化自觉、文化实践和文化创新。少年强则国强，新时代青年在中

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使命。

因此，培养青少年文化自信事关青年一代同呼吸，共命运，努力推

动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事关传统文化精髓不断融入整个社会，焕发

出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事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实践中

茁壮成长，屹立于世界之巅。 

二、我国青少年的文化自信“空心”现状 

“空心”顾名思义，最基本的意思是指物体内部是空的。北周

的庚信在《枯树赋》中写道：“火入空心，膏流断节。”然而“空心”

深层的意思是指人内心不够充盈的一种精神状态，而用“空心”来

形容当今青少年的文化自信状态。是由于青少年对中国文化自信的

不足。 

（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不足的表现及原因 

1.表现 

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之“源”。青少年对传统文化自信的不足

表现为：其一，“重视物质，忽略了精神”。 古人重视精神的追求，

懂得万法唯心的道理，所以古代物质虽不发达，但人们生活却逍遥

自在。如今部分青少年从小就重视物质的享受，小小年纪就追求名

牌，与同龄人相互炫耀，攀比之风尤为严重，因此就出现过因为嫌

弃自己家里汽车的品牌没有班里同学家的好，不让父母开车来接送

自己上下学的现象。 

其二，“只知道读书，忘记了悟道”。古人为了陶冶情操，提升

自己的精神境界而研究学问。现在大多数青少年读书，不是追求

“道”，而是为了应付考试，应付家长，为了学历，为了找工作。

除了这些好像找不出其他学习的理由，因此，大多数青少年面临学

习的时候很痛苦，找不到乐趣，无法把学习与提升精神境界结合在

一起。所以才出现了明天高考，今天撕书的现象。 

其三，“只关心自我，不在乎他人”，古人秉承“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的理念与人相处，但是现在的青少年大多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由于很多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只知道利己，不知道利人，不了解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知道人与人之间其实是一个整体。 

2.原因 

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了解，以及错误理

解。不喜欢背诵古诗词，片面的认为古籍只是“之乎者也”，不理

解其所蕴含的古人智慧，没有真正的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所在、同时互联网和直播平台的快速崛起，在各种信息冲击下，

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法辨析、多元文化和应试教育分散了

青少年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间、精力和兴趣。错误的认为传

统文化都是落后的、过时的、腐朽的，缺乏对传统文化需要传承的

意识。 

（二）对革命文化的自信不足的表现和原因 

1.表现 

革命文化是在充满血与火的革命岁月中诞生的，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谱写的红色篇章，是在伟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先

进文化，是文化自信之“魂”。从中国革命历史的长镜头看，革命

文化自发展出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等特质，就开始内化为中华

民族精神的核心[3]。当代青少年作为革命文化的传承者和继承人，

对革命文化的态度让人不禁感慨。 

其一，现代青少年不能理解革命斗争的曲折与艰辛，对那段艰

难的革命岁月没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于那些值得青少年铭记的革命

英雄和红色历史，远没有那些时而登上热搜的娱乐明星让他们更感

兴趣； 

其二，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困顿的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

用真理的光芒照应出中国革命的方向，为备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带来

的胜利的希望，但是大多数青少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

命的重要性，因此在校园里，很多青少年认为思政课就是枯燥的理

论课。甚至用来补觉 

其三，不能把今天拥有的美好生活与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进行艰难的革命斗争相联系，只知道安然享受如今的美好生活

却不知道美好生活从何而来。 

2.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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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少年完全生活在和平年代，过分的娇生惯养使他们不理

解革命精神，优越的物质生活为他们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无法想象

在那个备受压迫的革命年代人民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大众媒体和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的媒介，忽略了对革命文化的宣传，一些平台设

计以盈利为目的的软件，这些目标群体也包括大量的青少年，错误

的文化导向致使一些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对革命历史不感兴

趣，更不理解革命文化信心从何而来、革命文化是在革命实践中孕

育而成的，领悟革命文化也需要不断学习和实践，我们对青少年革

命教育太过单一，不能只停留在课本上，学生的感悟不够深刻，革

命文化自信不够坚定，随着社会的变革，我们对革命文化的教学同

样也需要创新。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不足的表现和原因 

1.表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之一，坚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信仰，青少年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要树立文化

自信，但存在自信不足的情景。其一，一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但是，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了解不够，知识把

握不准确、其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了解的不够，十九届

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飞跃，但

是青少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伟大飞跃了解不深刻。其三，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握不到位，认为这些都是

高大上的理论，与他们的生活不相关。 

2.原因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的缺乏，未能充分认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继承性的缺

乏，不理解社会主义文化中彰显的艰苦奋斗、独立自强、开放包容

的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性的缺乏，不理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在不断实践中检验出来的，始终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结合的。 

三、厚植文化自信，让“空心”变“有心” 

（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为往圣继绝学”是青少年应承担的责任。，

我们应当加强青少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古语云：“鉴往知来。”

在多元文化和应试教育的今天，青少年要读经典、读名著、读古籍，

在广泛阅读中学习历史人物的智慧，掌握历史文化知识，感受华夏

文明的魅力，正确辨析西方文化和多元价值，增加其对传统文化的

自信、通过学习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青少年不注重物质享受，

增加自身的内涵修养，学会辨析多元文化、过实际案例弘扬传统文

化的力量。将古人“大道之行，不责于人”的高超智慧运用到生活

当中，从而获得中华优秀文化的继承。让青少年学会传递正能量，

弘扬中国精神，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动力。 

（二）传承革命文化，延续红色基因 

要对青少年进行革命文化自信的培养，就是要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让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

定信念和精神依靠”[4]。铭记革命岁月，重温实事求是革命文化的

重要内容。近年来，影视作品是当下年轻群体感受“红色基因”的

一扇生动窗口。值的肯定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爱革命历

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其中包括《觉醒年代》、《长津湖》等优秀的影

视作品，让青少年更加深刻的了解那段艰难的革命岁月，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增加其革命文化自信、为了加强青少年革命文化自信，

有必要将革命文化教育渗透到思政教育当中。发挥教育传承的作

用，创新教育方式，课堂与社会实践活动相互支撑、紧密配合，课

上课下相结合，带领学生参观革命历史纪念馆、烈士陵园纪念馆，

去革命文化圣地参考实践，编草鞋、演红色题材话剧等体验革命时

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生活，让学生感受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让

青少年从小就烙上红色的印记，使红色基因得以传承。 

（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形成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新的飞跃，提出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新晋文化的思想，引领青少

年树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思想，勇于同错误的

思想作斗争，分清真理与谬误，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

展的方向；引领青年树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承性的思

想，不忘本、守住根，善于继承才能更好的创新，青少年应汲取中

华优秀文化的精髓，深入挖掘其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引领

青年树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性的思想。以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要求为标准，增强其生命力和

传播力，在广泛的实践和真实的体验中不断感知其丰富的价值内

涵，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理论认知到情感认同再到行为认

同的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

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的文化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

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不可能屹立于民族之林。”青少年作为新时代的后备力量要推

动中华文化的发展，实现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相得益彰，带头讲好

中国故事。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唯有以坚定的文

化自信,方能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大旗。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

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5]中华民

族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

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酒香不怕巷子深”在信

息化时代，信息流畅通就是文化活力和生产力的体现。青少年作为

新时代的接班人，要更好的梳理自身发展特点，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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