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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综合素养提升 
策略研究

王雷霞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焦作 454003）

【摘 要】 人才的储备和教育是各个国家发展的基石。新时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理念应从“单一型方向”转为
“一专多精型复合人才方向”。以人为本一直是国家倡导的发展观，以学生为中心是高校教学实践的教育
观。在新时代网络化、信息化、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之时，不断提升高校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素养，
回归高校教育的本质，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在此过程之中，高校教师要不断打磨、实践
教学策略，在符合新时代多元文化的背景之下，构建科学合理的、能够多维度、全方位提升大学生综合
素养的教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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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培养体系之中，往往注重单一的应试考核成绩，而
忽略学生学习能力本身的塑造与培养。多元文化背景、
全球化、信息化大潮已经是时代的主基调，大环境的融
合必然会带来社会的剧烈变革，如此复杂的大环境就业
背景之下，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是大学生发展的必经
之路。只有不断适应环境，坚持终身学习的大学生，才
能在今后的学习与工作之中持续不断地进步、发展，为
国家、社会、家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也为大学
生自己的发展创造更为广阔的平台与施展空间。
当下的大时代背景对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一定的考核

与评价，这些评价与考核标准取决于用工单位实际工作
面临的实际岗位需求。以上是社会性的要求。而学校的
教育考核机构则侧重于学生的应试考核成绩。来自家庭
的要求，是大学生家庭父母亲的朴素愿望：即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大学生的所有表现都离不开外部环境对其自
身的评价。大学生要进行主观主体自我评价、自我审视，
决定身心发展方向的主体核心。所以，大学生的综合素
养受以上这两个客观元素的调动影响，也会不断改变。
高校在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教学教育体系构建上，要
立足于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坚持贯彻马克思主义唯物
价值理念；要考量基本的大学生实际学习状况与基本素
养水平，以凝聚人心、完善大学生的社会人格。

2  现阶段大学生综合人文素养现状

高校教育对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精英
教育”转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众教育”。直至千
禧年之后，大学的教育对象又朝着“普及教育”方向发
展。在高校不断扩招生源的大环境和国家教育战略教育
背景之下，现今高校教育教学对象正朝着全面性、对外
开性、不限学龄的方向发展。除了本科、专科的全日制
教学体制，国家还设有成人自考、夜间大学、社会人员
旁听教育制度等来扩大教育的受众范围。
如此大范围、走向普及化的高校教育变革要求大学

生的综合素养必须随着自身的学习不断提升，以满足学
习与今后的工作需要。另外，高校如何帮助大学生提升
综合素质，以适应社会发展的竞争大环境，也是摆在高

自 1950年我国高校大规模建校之始，毛泽东主席就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高校教育要培养大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高校要建设能够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综
合能力素质的教学体系。所以，在新时代的今天，在多
元文化融合的局面下，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素养与大学生
的学科知识、学科技能同样是影响大学生发展的重要组
成因素。同时，高校要以加强人才储备、提高人才素质
为核心教育出发点，提高高校学生的素质素养。坚持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让学生成为全面发展、德才兼备
的栋梁之才。

1  新时代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综合素养的建设
意义

全球化浪潮与信息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当
今社会正朝着多元、融合的方向发展，在如此激烈的竞
争性国际大环境下，要求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要适应更
高、更完善的新时代多元化生存就业环境。当代大学生
在掌握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具备其他学科延
展领域的学习能力、再造创新能力、具备良好的素养，
为今后自己在工作岗位上的职业发展打下牢固的学科素
养与人文素养基础。
在现如今社会的发展下，就业市场对大学生的要求

已经不仅限于学科技能与学历水平之上，往往更看重学
生的实际工作素质与工作素养，也更注重学生的“软实
力”。什么是软实力呢？从显性角度看，具体表现为：学
习素养、心理素质、组织能力、发展潜力、信息化网络
化大环境的适应能力、基本道德情操、人际交往能力等；
从隐性角度看，就是当代大学生的社会就业的适应性能
力、不同学科领域的延展性能力要适应多元文化背景。
不管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大学生的发展都要满足社
会进步的变化需求，高校在设置课程与建构培养人才模
式路径的同时要进行细致的现实考量。以提高大学生的
素养素质为基准，为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
素养氛围与文化环境。
书呆子式的大学生是不能满足社会性岗位的要求的。

古人讲：授人以鱼是为害人，不如授人以渔。在高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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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建设者面前的一道现实性问题。
信息化、智能化、多元文化背景已成为社会主基

调，智能时代悄悄逼近的现今社会，手机、电脑等各种
不限形式的可穿戴式的电子智能设备已经深入覆盖了大
学生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时代，
打开网络系统扑面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视频信息、短
讯信息、音乐信息等。大学生要面临的是无处不有信
息、又几乎找不到有用信息的尴尬学习处境。信息唾手
可得，就像随处可见的、令人厌烦的垃圾一样每天充斥
在人的眼前。对此，在智能化检索还未到来的今天，大
学生必备的综合素养之一就是信息搜集、检索、甄别能
力，以及对垃圾信息的屏蔽能力。信息的汪洋大海在今
天就像黑暗森林，每一个可能发光的地方都在努力闪烁、
传递着信息。具备良好的甄别、筛选信息的思维，是新
时代大学生保证自身不沉迷信息黑暗森林的重要基本 
素养。
高校的学习教育制度建设在匹配社会实际发展的时

候往往具有滞后性，旧有的教学制度满足不了当今的社
会需求是教育的常态化现实问题。各大高校在制度建设
上虽然明确紧跟时代发展，但这受制于经济发展的传导
延后性作用，这种延后性带来的差异，阻碍了大学生的
基本素质素养提升，也满足不了学生的进步与发展要求。
所以，学贵有疑，学贵有精，学贵有变。作为智能时代
的大学生，应不满足于学校的教育考核，要积极拓展自
身的外延技能；不断学习，利用好互联网的发达与先进
之处，警惕互联网的垃圾信息；提高自身的创新创造能
力，以终身学习为学习常态要求。
同时，高校的制度建设者与一线的教育教学实践者，

也要在当今信息化、智能化的信息发展趋势下，审慎地
观察变化与走向。为学生的学习发展与进步提供制度上
的保障。在满足社会要求的人才基本素养素质教育的培
育目标下，帮助学生提升信息时代新要求的基本能力素
质与素养。

3  多元文化背景下提升大学生综合素养的措施

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养不是一句空话，也不能只是
写在纸上的潦潦理论。具体的改革、改善措施一定要落
到实处。其中，学生发挥主体作用，教学制度与教师的
教学措施要起引导、开发、保护、培养、发育作用。从
教育的形成性上讲，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教育是一种
长期的形成过程。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学生对自我综合
素养的提升要注意常态化发展。
人文素养的提升离不开具体学科课程的实际训练。

如学校要多组织各种竞赛性质的文艺活动、体育活动、
科技竞赛等，要鼓励学生自我开展各式各样的、有利于
身心发展的大学生社团活动。在丰富大学生学业生活之
外，陶冶、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激发大学生的创新、
创造能力，培养大学生拼搏向上的学习与工作精神。以

美育启发学生的审美、鉴美素养；以体育强健大学生的
体魄体质；以德育引导大学生的正向、正能量价值观；
以音乐熏陶大学生的音律音品；以文化文学的教育拓展
大学生的阅读广度与阅读深度。让学生的综合素养得到
全面的提升，让学生深切的感受自我文化素养提升的重
要意义。
相比于大学生将来要面临激烈的就业竞争环境与繁

重的职业工作，大学生在面对生活本身的无聊与乏味时，
更容易陷于混日子的纠缠与诱惑之中。大学生在生活学
习之中，要警惕这一点。要像《士兵突击》里许三多经
常说的那样“做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
有意义的事。”这不是一句空话，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施为民曾在哲学课堂谈论《士兵突击》的教育意义不限
于军旅，更是生活之中的真理，在任何组织、社会机构
里都适用。生活很平常，但没有看似得那般简单。大学
生要学习借鉴文学作品里许三多的价值观、生活观，提
升自身素养的同时警惕这种混日子本身的诱惑。天地之
间有个人，人自己不荒废时光，不断积极进步就能有所
作为。
在制度建设上，高校教师要注意建立良好的提升学

生素质素养的培训制度，营造良好的学校内部学习环境，
完善教学体系。以达到增强学生个人人文修养，提升大
学生人文素质素养的社会性教育目的。高校制度建设者
要明确树德立人，以培养真才实干的青年人才为制度设
计的核心出发点；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坚守、坚持倡导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推荐教
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大国、强国的指导思想。使多元文
化背景下的大学生能够协同创新、适应多元文化背景的
时代发展。注意团队合作、注重团队荣誉感、关注自身
道德素养。

4  结语

综上所述，教育的意义一在于教，二在于育。两者
要进行有机融合，才能实现教育的真正目的。教育的根
本任务是实现教育的立德、立言、立人、立功、立志的
本质人文追求。高校教师要在教学实践活动中以培养德
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复合型、多面型、一专多精式的人
才为宗旨。响应习近平总书记“青年兴则国家兴”的人
才培养口号。青年一代则要有理想、有担当，做到才能
当大任，艺能展情怀，志能济天下。这样，国家则昌盛
发达，民族则中兴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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