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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下提升高职学生文化素养的对策研究
张力宁

（河南测绘职业学院 河南郑州 451464）

【摘 要】 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软实力，对整个民族的振兴和发展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和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文化自信下提升高职学生文化素养有重要意义。文化自信下提
升高职学生文化素养是国家及社会赋予高职教育的新使命，本文首先探讨了“文化”二字的意义，进而分
析文化自信下提升高职学生文化素养的重要性，总结大学生文化素养存在的问题，最后研究文化自信下
提升高职学生文化素养的对策，以提升高职学生文化素养为最终目标。

【关键词】 文化自信；大学生道德教育；创新

DOI: 10.18686/jyyxx.v2i7.35446

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举措。因此，文化自信融

入大学生道德教育十分有必要。

2.2 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是文化自信下提升大学生

文化素养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本民

族璀璨和瑰丽的珍宝，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潜移默

化的受其文化影响和熏陶。但是，就目前而言，普遍存

在着人们对本民族文化认同感比较差的现象。因此，发

扬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需要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大学

生接受了来自世界的不同文化，对民族文化可以更好地

吸收并通，逐渐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新形势，发扬并传

播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更好的传承下去。

2.3 提升高职院校整体教育水平
大学生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帮大学生树立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大学生立人、立事的道德品质，树

立大学生正确的民族认知以及人生观、世界观，能够具

有正确的政治意识和思想素养。然而，目前在教学阶段

中，道德教育培养结构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倾向于知

识理论以及政治理论，在培养大学生道德品质、爱国情

操、文化素养等方面教学力度还不够，同时，对中华传

统美德，优秀文化的输出较少。因此，文化自信下提升

大学生文化素养具有增添和补充教育的完整性功能。

3  当前大学生文化素养存在的问题

3.1 高职对于传统文化的教学资源缺失
目前教学体系中仍旧存在诸多问题，高职对于传统

文化的教学资源缺失就是其一。现阶段的高职学校采用

的教学模式依旧比较传统，滞后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无法满足就业需求。因此，对高校来说，如何调整和改

革教育模式，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是亟需解决的

问题。

理科学生对于理工知识的学习较多，很少有机会静

下来浏览传统文化吸收文化内涵，培养并保持文化自信，

加之理工科学校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很少开设文化自信

道德教育课程，使理科大学生丧失文化接受渠道。而文

科学生本应充分了解文化内涵以及其意义，但由于种种

压力使他们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之中，

大学生是国家建设强有力的后备力量，是青壮年高

学历群体。大学生文化自信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

及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的好坏。基于文化多样化的发展

以及信息技术的传播，外来的西方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

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以当代大学生为例，在应试

教育背景下培养出的大学生，他们往往更关注学习成绩

的高低，比较功利化，很少会有机会接触和学习我国优

秀的传统文化。毕业之后他们会参加工作，受家庭、生

活等因素的影响对文化深入了解更加不易。因此，大学

生提升文化素养十分必要。

1 “文化”二字的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是集合几千年来人民智慧的

结晶。“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但使龙城

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是华夏文化中的家国情怀精

神；“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是喜悦的团

聚精神；“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是浓浓的思乡精

神；“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是清白正直做人

的精神。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精神，为为人处世、

爱国敬业提供了基本思想教育，不仅有助于个人培养仁

爱、好学、谦虚等道德品质，还可以为国家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

传统文化孕育了不少的瑰宝。戏曲，以其传神写意

的画面描绘出一帧帧动人的影像。中医，以其望闻问切

的手段判断病症。武术，以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八

法的变化锻炼身心。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介的生活礼

仪和以茶修身的生活方式。还有书法、丝绸、汉服、剪

纸、围棋等。以上文化孕育的瑰宝不仅是我国的骄傲，

更是文化传承弘扬的象征。

2  文化自信下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的重要性

2.1 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
文化作为历史长河中长期以往积淀的知识产物，是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对本民族的文化自信以及文化

认同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中华民族的

传统文化有着五千年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具有强烈

的民族特色。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

时要注意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强化高职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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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与工科类专业相比，文科生就业压力大，更多的精力

是在考虑就业。倘若高职学校对传统文化的弘扬意识不

高，长此以往，就会导致我国传统文化严重缺失，大学

生对本民族文化认同感较差，也会使得发扬和传承优秀

的传统文化能力丧失，导致大学生空有专业知识技术能

力，却学不会良好的文化精神和习惯。导致这一情况出

现的原因是各大高职对文化自信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

教学资源拓展力度不够，学习资源不足，影响了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培养的目标方针的实现效果。

3.2 文化自信下大学生文化素养教育方法单一
文化自信下大学生文化素养的培养实质是让大学生

了解、吸收、掌握文化，进而产生文化自信，对自身

民族产生认同感、使命感和骄傲感，并一代一代传承和

发扬文化，向世界展示我国文化瑰宝的魅力，让世界重

新认识中国，实现强国梦。所谓的文化自信是人们发自

内心的认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自信，而绝非流于表面

形式。

但就目前而言，大学生文化素养培养模式过于刻板

枯燥，仅仅要求基础的通识教育，对于文化深层内涵表

达的人生哲理一带而过，未能达到“掰碎嚼烂”式教学。

因此，教学效果可想而知。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不利于

激发学生对本民族的文化兴趣和主动性，也不利于培养

文化自信。现阶段对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养以及道德教

育是不成功的。

4  文化自信下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的对策

4.1 高职加强文化自信教育工作
现阶段的社会发展中出现多种问题，如贫富差距增

大、人民就业形式不好，生活节奏的增加导致压力增大

等，会对部分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加之网络科技的

发展，多元化的输入，令东西方文化产生碰撞，中国传

统文化受到冲击，一些心智不健全的学生就容易迷失在

其中，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的同时使自身的发展受到了

限制，有甚者还会使国家和人民受到伤害。因此，加强

高职对文化自信的教育十分关键和迫切。高职要清楚人

才的培养不仅仅是知识的讲解，更应该是对人才综合素

养的提升。在改革进程中，由于前期只注重经济发展而

忽视了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使得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逐渐

缺失。同时又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我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进程受阻。所以通过高职教育加深未来国家建设主

力军的文化自信培养是解决当前存在问题的必要途径。

4.2 提高高职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各高职学校要提高高职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适应

时代的需求，学习和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将思想

做武器，用文化武装自己、丰富自己。在对外交流和合

作的过程中不免会受到多种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为此，

各高校更应该引导学生学会判断文化的好处和坏处，取

其精华、弃其糟粕，要坚守本心，不忘本民族优秀的传

统文化。同时，各高职学校要以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为前提，培养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传承精神，在

学习和生活中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自强不息的中华

文化严格要求自己，做中华文化的践行者和执行者，成

为一名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各高职院校在进行中国

传统文化教育时，要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从而使中华文化具有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4.3 运用互联网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
互联网在高职院校教育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对我

国大学生的文化自信道德教育应注重网上知识宣传，潜

移默化地融入学生生活中，让民族文化深扎根于大学生

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宣传和讲解的教育体系上要积极借

鉴各方优秀经验，结合自身教育特点整合出一套适应现

阶段的文化自信培养方案。国家、政府及高职院校要统

筹规划互联网和媒体这一传播渠道，创建科学合理有益

身心的网络形式教学，为大学生打造良好的文化学习环

境。宣传力度增大的同时，也不能忘记规范大学生在互

联网应用中文化素养的行为。让大学生不要将生活上的

负面情绪带到网络上，避免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崩

塌。因此，规范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的行为方式，融合优

秀的传统美德十分必要，有利于培养文化认同感及文化 
自信。

5  结语

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基石，文

化自信下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意义重大，国家以及各高

职院校应当提高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意识，重视教学改革，

尊重学生，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一定要循序渐

进的培养文化自信，稳固的打下文化建筑的地基，为大

学生今后学习文化，产生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提供基

础和保障，进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以及自豪感，

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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