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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的大学生文化自觉培育研究 
◆丁菲菲 

（山西工商学院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因而提高大学生群体的文化自觉

非常必要，而校园文化活动是对大学生影响力最大的文化活动，这就决

定了它可以有效加强大学生文化自觉培育的实效性。本文立足于校园文

化活动所含的育人功能，分析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培育大学生文化自

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探求其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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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兴盛。大学生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可靠接班人，培育大学
生的文化自觉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而校园文化活动拥有较强的
育人功能，对大学生树立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自觉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如何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培育大学生
文化自觉。 

一、文化自觉及校园文化活动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里的人对其文化有

“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及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
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它包含四个要素：第
一，民族文化认同感，对民族共同文化的认同是基础，这也是文
化自觉概念中民族性的体现；第二，文化甄别力，大学生文化自
觉要求大学生在面对多元文化时要能够区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第三，文化反思力，大学生文化自觉要求
大学生对于文化能够主动进行觉悟、反思，这是文化自觉概念中
理性特征的体现；第四，文化创造力，文化自觉的目的并不随主
体的变化而变化，主动进行文化创建，实现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是
其最终目的。而大学生文化自觉是指在复杂社会背景下，大学生
在对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深刻对比异域文化，主动进行
自我觉悟、觉醒和反思，在对异域文化批判与借鉴过程中实现整
个社会文化的传承、创新与现代化。 

校园文化活动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校园为基础，学生常规课
堂教学以外的文化活动，主要包括课外政治思想教育活动、科技
实践活动、文体娱乐活动等。这些活动的开展，以创造良好的育
人环境为目标，以提高人才素质为根本，关系到学生文化自觉意
识的提升和全面发展。 

二、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培育大学生文化自觉的重要性 
校园文化活动的教育形式多样、教育过程隐蔽，非常符合当

今大学生思想多元、求新求异的特点，可以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
因此，优秀的校园文化活动能够充分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校园文化活动的有效开展可以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创
设良好的环境。如：我们通过举办“星级宿舍评比”等活动可以
培育优良的宿舍风气，进而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通过
举办科技文化竞赛、论坛、读书会等活动有利于在校园内形成良
好的学习氛围，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通过开展校园文化艺术
节，创建良好的育人环境，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自觉
的意识。 

（二）校园文化活动的有效开展也可以起到良好的育人效
果，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如：学生通过参与学术讨论活动，可
以深化对所学知识的认识；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提高将
知识运用于实践中的能力；通过发挥第二课堂的主阵地作用、开
展课程思政试点和德育答辩工作，可以有效地开展思政教育工
作，使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文化的差异，培养正确的文化观，培
育文化自觉。 

三、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培育大学生文化自觉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 

（一）校园文化活动中传统文化主题欠缺 
如今一些高校中，学生会、社团等学生组织在开展活动时存

在着对传统文化重视程度不足、利用率不高的问题，相反，校园
文化活动中却出现热捧西方节日的现象，比如某些社团在万圣节

当天会以分发糖果、举办假面舞会的方式来庆祝。而在我国传统
节日当天却鲜有学生社团组织活动来庆祝，这会严重影响学生对
于传统文化的认同。 

（二）校园文化活动的价值导向作用无法保证 
如今一些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普遍缺乏对活动进行统

一的审查与评估，导致活动的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具有错误
导向的校园文化活动，这不利于大学生正确价值观念的养成，也
不利于大学生文化甄别力的提高。 

（三）校园文化活动中创新精神欠缺 
校园文化活动缺乏创新会导致活动育人丧失即时性，不利于

校园文化活动育人功能的发挥；校园文化活动缺乏创新也不利于
校园内创新风气的形成，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创新意识及能
力。 

四、增强校园文化活动培育大学生文化自觉实效性的对策 
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培育大学生文化自觉是一种隐性教

育的过程，大学生通过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直接感知文化自觉特
质，形成感性认识，之后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逐步加深对文化自
觉的认识，上升为理性理解，明确文化自觉要求，最终在实践中
内化为个人意志。通过分析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培育大学生文
化自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多方面寻求解决措施，
提高教育效果。 

（一）用中国传统文化沉淀校园文化活动底蕴 
我们在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加

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利用好我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节庆资
源，比如在端午节举办包粽子活动，在中秋节举行赏月诗词大会，
通过丰富的节日习俗与活动，增强学生了解学习传统文化的兴
趣，增强校园文化活动底蕴，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 

（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园文化活动开展 
在文化多元化及信息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涌

入校园，极大地干扰了学生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开展校园文化
活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教育学生，有助于学生文化甄别
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有助于培育大
学生的文化自觉。 

（三）用创新提高校园文化活动活力 
我们一方面要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创新型的校园文化活动，另

一方面也要鼓励学生经学校相关部门审核后自行举办校园文化
活动的形式，提高校园文化活动活力，更好地发挥校园文化活动
的育人功能，这对于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
培育大学生文化自觉具有重要作用。 

面对文化多元化及信息网络化背景下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渗
透，十九大强调要坚持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大学生作为文
化强国建设的中坚力量，提高大学生群体的文化自觉具有必要性
和紧迫性。校园文化活动具有较强的育人功能，可以提高大学生
综合素质。我们应当看到校园文化活动在培育大学生文化自觉过
程中所能起到的独特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以校园文化活动为
载体培育大学生文化自觉还存在诸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
应积极寻求多方面的解决措施，才能更好地发挥校园文化活动在
培育大学生文化自觉方面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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