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0 -

Education and Learning,教育与学习 (2)2020,9

ISSN:2705-0408(P);2705-0416(O)

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当代大学生历史使命承担者

曹睿嘉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江苏南京 210023）

【摘 要】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地位。文化是民族
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高校是教育的重要阵地，大学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创新者、创造
者，更是建成文化强国的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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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挑战都有未曾经历过的变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东

西方思想不同观念引起的激烈碰撞；我国经济、科技、

军事快速发展引起的各种觊觎、阻扰，使不稳定不确定

性明显增加；国内改革发展任重道远，经济发展尚有不

平衡、部分关键领域任务还很艰巨。西方敌对势力对我

一直虎视眈眈，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价值

观多元多样，反映在文化建设领域我们依然面临着国际

上各种挑战。“西强东弱”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争取国

际话语权是我们未来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

在国内文化建设中，我们还存在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

活需求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环顾内外，面对现实，我

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好文化发展创新，大力开办文化产

业，提高国家软实力。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坚定文化自信是二大重心。

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

导权，必须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战略高度，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文化

工作的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以政治优势把稳文化建设方向，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

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中国人民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进程，无不书写着一部共产

党人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无

私奉献、可歌可泣的奋斗史，也是一部红色革命文化传

承史。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

度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项根本制度，

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探索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

和文化担当。

3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3.1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化导向，
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到 2035年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中“建成文化强国”。

1  文化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础

文化是人类对自身情感、意识的感悟、认识、总结，

并以传承的形式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意义和作用

是永恒的。文化，反映的是社会道德标准，是国家文明

形象的重要表现，也是启发人们思想、触动心灵、唤醒

人格的源泉所在。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十三五”以来，

针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建设中的一些不良现象，

进行了正本清源，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为新时期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的正

能量。

说到文化自信，就不能不谈到文化自觉。二者是联

系在一起的，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文化自觉是对

民族优秀文化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是对人类自身思

想的反思和分析；是使民族文明不断引领人类前进动力。

文化自信是人民充分理解自己的文化后产生的发自

内心的认同、尊崇、信任、珍视和充分肯定、积极践行，

并对其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

前提，没有对自己文化的充分了解，就没有自知之明，

也不可能实现自信。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发展的必然结

果。拥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就会对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充满信心，就可以在意识形态领域

和文化建设中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创作出更多、

更好文化作品，为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固本强魂。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该重要论断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文化

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

觉，凸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基，说明文化自信

是新时代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最关键的引领力量，文

化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础。

2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
领导权

现在，我国正处在前所未有之大变革，面临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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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青年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未

来与希望。大学生则是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培养青年的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对其自身价值观的形成于社会发

展至关重要。如何使大学生成为弘扬民族精神、发扬优

秀传统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实现中国梦

的中坚力量，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应

受到高校思想教育者的重视。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

理论之源。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大学生需要结

合实践推进理论不断创新，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

断发扬光大。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培育时代

新人，重中之重是以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人无精神

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筑牢理想信念就要引导青年学生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原著，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在青年学生心中种下理想信念种子，使之

入脑入心。让信仰的力量在年轻人中不断引发感情共鸣，

成为胸怀大志、心有大我、肩担大任、行有大德值得信

赖的一代新人。党的十九大以来，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的重要任务，丰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始终贯穿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用多

种形式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着力培养爱国之

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心。令民族自豪、爱国

情怀在大学生心中激荡澎湃，坚持立德树人，让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在潜移默化中得到认同。厚植道德沃

土，发挥榜样力量。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

需要榜样引领。宣扬“红色革命精神”“二弹一星”精神，

“雷锋精神”，表彰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授予优秀劳动

者“劳动模范”称号。召开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

大会，持续发布“最美人物”“时代楷模”“中国好人”……

三年来，一系列举措诠释党和政府对这些引领者、示范

者的尊崇。使广大青年学生学有榜样，行有目标。青年

志愿者活动众多的积极参加者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使

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塑造大学生正确主流

文化意识，站在理论的高度客观科学的分析复杂多样的

现实，清楚认识到时代发展的潮流，把个人理想、人生，

同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国家发展

大局为己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自觉维护国家民族

稳定。

3.2 繁荣校园文化，促进文化融合，鼓励文化
创新
要想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因地制宜，因事

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注重实效，勇于创新。高

校作为教育前沿阵地，要充分发挥教育的特长。大学历

来都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场所，在文化传承中起重要

作用，同时是孕育和创造新知识的摇篮，应当坚持不断

文化创新。大学是培育有文化素养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

学校在教学计划、课程安排中要针对大学生科学理性精

神和人文情怀的培养做到相互兼容、相得益彰。文化在

大学中的融合与创新，是新时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前行

的“双轨道”，它能够促进大学生在激发创新意识和主观

能动性，主动去感知和认识，逐渐形成正确的文化价值

观念。在实践中，校园文化和氛围是融合与创新的支柱。

因此，是否有良好的文化氛围，是文化融合与创新的前

提，也是培养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校园文化是

群体文化，可以在多种活动中运用多种教育形式展开。

开办主题教育专栏；请“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

家、老教师、老模范）用先进典型事迹结合实际进课堂

开讲座；举办各种知识竞赛、网上展览馆；开设人文素

养选修课，讲解礼仪、音乐欣赏、美术鉴赏，展示优秀

传统文化；开办第二课堂，提高文化实践课的学分；鼓

励学生走出校门，投身社会公益活动，体验复杂多变的

道德情景；全媒体时代，信息无处不在，青少年成长环

境发生深刻变化，建设清朗优质网络平台，适应青年学

生网上学习的新常态，以抵制外来不良文化和潮流的冲

击影响。通过微信、微视频、QQ等媒体自载形式，对
大学生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进行对话，教育者与学

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实行平等交互体验，做到主动传

播与正面引导相结合，学生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接受，

及时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回应学生关注的问题，帮助

学生答疑解惑，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苏霍姆斯

基说过：“道德准则，只有当它们被学生自己去追求，获

得和亲自体验的时候，只有当它们变成学生独立的个人

信念的时候，才能真正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

4  结语

人生只有走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收获

总是与耕耘相伴，胜利总是与拼搏同行。当代大学生只

有努力率先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化导向的

自觉坚守者；率先成为先进文化和社会公德的自觉维护

者；率先成为修养境界和诚信道德的自觉践行者；把握

时代机遇，坚定理想与担当，立足国际视野，胸装家国

情怀，秉承敬业乐群，锤炼品德能力，才能真正成为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自觉担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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