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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高校思政教学改革 
◆赵静华 

（南阳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南阳  473000） 

 
摘要：现如今，我国社会发展逐渐呈多元化，致使多元文化发展突破原

有局限性，转变以往单纯的学术理论形象，开始直观渗入大学生思想道

德及价值观念中，关乎于大学生思想信念的导向。因此，若想推进高校

思政教育可持续有效发展，只有积极改革高校思政教学模式，才可有效

促进高校思政教育教学效果，并保障高校思政教育持续发展。本文主要

讲述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为高校思政教学所带来的挑战，并提出相应教

学改革优化的有效策略，以期实现更加高效的高校思政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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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大学时期大学生对于社会文化的认知较为敏感，其道德

思想处于逐渐完善状态。由此可见，在大学时期开展思政教育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党中央对办好思政课提出新要求，
习近平主席提出：“办好思政理论课，最根本要全面贯彻党的方
针，解决好培养什么样人才、怎么培养人才、为谁培养人才这个
问题”。习近平主席召开思想政治课教师座谈会，肯定思政课建
设改革的意义，同时也对广大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期望。因此，我
们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思政课教学改革要遵循党中央指导，落实
育人的根本任务，担当起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任务。 

一、多元文化对高校思政教学带来的机遇 
大学生作为文化感知群体，对于多元化文化具有加强的接受

能力，多元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校教育带来了机遇。一方
面多元文化拓展了思政教学教育空间，多元文化发展促进了高校
对于优秀文化的吸收，丰富了思政教育内容。文化多元使我国高
校思政教学模式向现代化发展，不同文化同时出现在教学内容
中，不仅加大了思政教学的开放度，也使思政教学空间得到了拓
展。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政教学提升学生文化辨别能力，同
时也拓宽学生文化眼界，使学生形成道德深度认知能力。另一方
面多元文化发展使高校学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多元文化发展对
于外来低俗文化起到了良好抵制作用，增强了我国优秀文化的生
命力。多元文化发展为我国高校学生提供展示优秀文化的平台，
利于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念，还能增强学生学习动力，达到提
高学生学习效率的目的。 

二、多元文化对高校思政教学带来的挑战 
多元文化背景下，对于我国思政教学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为

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带来了挑战。一方面多元文化发展对思政教学
主流思想产生干扰，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化发展不断满足人们
的需求，受到大众的追捧和喜爱。大众文化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
同时，也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带来冲击，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思
政教育。由于文化发展带来的多样化，使我国高校学生思想和信
仰产生偏离，对于我国传统文化产生怀疑，甚至开始崇拜西方资
本主义思想，导致对我国高校思政课发展产生破坏。另一方面，
多元文化腐蚀我国思政教育领地，多元文化发展使各国文化涌入
我国，破坏我国传统思想和民族主义，而对于思想观念和意识薄
弱的大学生来讲，容易受到不良文化的影响，从而损坏我国高校
学生价值观和信仰，从而阻碍我国思政教育发展。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高校思政教学改革策略 
（一）加强我国传统文化的教学渗透 
传统文化作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我国立足之本，传统

文化对于我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我国
更应该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挖掘，从而抵挡外来文化对于我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所以，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政教
学改革，需要加强我国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渗透。目前我国高校

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理解不足，对于优秀的思想道德观念没有形成
系统的认识，导致了学生在思想观念方面意志较为薄弱。再具体
教学中，除了课本思政教学内容外，教师应将中华文化渗透到教
学中，可以通过开展“爱祖国，爱文化”的主题活动，通过播放
我国英雄先烈的事迹或先进人物的故事，使学生增强民族文化认
同感和自豪感，对我国传统文化形成系统认知，逐渐形成正确的
思想道德观念，从而达到思政教学提升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目
的。 

（二）重视行知合一的教学模式 
思政教学具有理论性较强的特征，在思政教学改革中，要能

突破思政教学理论局限，要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行知合
一的教学模式。再具体思政教学改革中，教师应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结合自身专业知识进行社会实践服务，承担社会责任。例如：
教师深入我国知名企业，了解企业对学生思想政治方面要求，听
取企业对于高校人才培养的工作意见。同时，可以对企业中毕业
生进行调查，听取毕业生对思政课程的评价和建议。了解企业与
高校合作意见，为企业介绍我校生源信息，为学生就业拓宽渠道。
进一步提升我校就业质量，深化多元文化背景下思政教学改革，
提升教师理论与实践水平融合能力，在今后思政教学中，能做到
行知合一的教学模式，最终实现思政课程健康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为我国高校思政教育带来一

定挑战的同时，也为高校思政教育改革带来相对的机遇。因此，
我国高校思政教师应充分了解到多元文化深刻意义，并明确多元
文化对思政教学带来的挑战，在积极进行改革思政教学方法，加
强我国传统文化教学渗透，建立完善的思政教学机制，并重视行
知合一教学模式，从而实现更加高效的高校思政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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