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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政教学改革措施
李　迪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社会经济在持续发展，教育模式在深化改革，全球文化的互相融合，使得经济与文化都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新模

式下的多元文化教育，对大学生的思维带来巨大影响。高校越发重视大学生的思政教育，而唯有加强思政教学方式的改革，

才可以更好的适应多元文化发展背景。然而从当前思政教学情况来分析，其教学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思政教学依然存在

较多的问题。对此，本文基于多元文化背景，对高校思政教学工作受到的影响及改革措施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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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迈进新世纪之后，互联网科技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而呈
现爆发式的发展，人们正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网络信息技
术被广泛应用于人们日常生活与工作，对人们的生活、工作
及学习方式带来了极大冲击。作为高校教育中一项重要内容，
思政教育对学生后期发展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新时期的大
学生，不可以仅限于理论知识的学习，更应该加强思想教育，
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养。所以，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
政教学有必要进行改革。

一、文化多元背景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
多媒体等信息媒介的发展，丰富了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

学生可以通过简单的一部手机、一台电脑获取各国的文化信息，
在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学生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首
先，多元文化背景下，学生可以接触更多的外来文化，思维更
加活跃，思想更加开阔，其中不乏一些正能量的信息激励学生
前进。其次，多元文化背景也给学生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其次
在文化多元背景下，负能量事件不断涌出，比如有人质疑革命
先烈、有些挑起民族争端。很多大学生在浏览信息过程中被负
面信息所影响，其正统的思想价值观受到冲击。甚至有些学生
的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偏离正轨，不利于日后的成长和发展。

二、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政教学受到的影响
（一）对高校思政教育的主体地位造成了冲击一旦高校充

斥着多元文化，大学生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价值观等也将受
到影响，而趋向多样化发展。并且由于大学生具有较强猎奇
心理，而同时对多元文化又缺乏认识，存在严重的主流文化
意识流失现象。

（二）对高校思政教育的主阵地造成了影响文化是促进国
家发展的一种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国力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我国当前的文化发展严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不仅不利
于目前本国文化的发展，还对我国制度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同时令高校教育主阵地也受到了潜在影响。大学生群体是价
值观形成与确立的重要阶段，对新鲜事物具有极强接受力。

（三）对高校思政教育的主渠道造成影响随着经济快速的
发展，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也不断深化，而多元文化的发展
速度也随之增加。因此，高校思政教育途径也不断扩增，再
加之国外媒体对于国内信息传播及人们对于各种思想观念的
接受程度不断提升，也令国内高校思政教育主渠道面临着严
峻挑战。我国所传播的西方文化，也存在大量腐朽、落后的
信息。一旦大学生只是全然接受和认可，大学生的理想信念、
思想道德及人生价值观将会严重扭曲，进而严重影响其未来
的健康成长。基于当前多样化的文化形式、学生难以取舍及
大量信息不断涌入现实形势，增强对于学生的思政教育，强
化信息传播途径监管力度，减小大学生受国外负面文化信息
的影响等种种情况成为了目前高校思政教育主渠道任务的重
中之重。伴随网络的迅猛发展趋势，网络的开放性、资源共
享性及隐匿性特征给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三、文化多元背景下高校思政教学改革措施
（一）首先，在思政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学习本国的思想文

化，同时还要引入其他国家的思想文化，与其让学生从自媒
体等平台学习，不如让学生直接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其次，
在高校思政教学过程中，要始终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坚

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不动摇，要不断的重申主流思想。
比如爱国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等。同时在思政教学过程
中，思政教师要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去评判他国的文化，也
要给学生发言的机会。一方面可以让学生通过正当渠道了解
和接受他国文化，适应文化多元背景。在文化对比和文化交
流的过程中，让学生认识到我国思想文化的优越，让学生在
潜移默化中继承并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丰富思政课的
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正确的认识国外文化，同时纠正学生的
不良思想，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进而让学生在文化多元背
景下依旧可以坚持中国的传统文化，保有正确的价值观。

（二）改变高校思政教学方式思政教学内容理论偏多，并
且晦涩难懂，学生很容易就失去兴趣，因此在改革过程中，
高校应该充分利用网络等手段，优化高校思政教学方式，提
高思政教学质量。首先，在思政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以网络
热点为切入点，帮助学生分析热点背后的知识和道理。比如
新冠病毒爆发的背景下，各国民众的反应不同，应对新冠病
毒的措施也有所差异。教师就可以将此类热点带到课堂，让
学生进行分析、讨论。
（三）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优秀传统文化是是几千年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文化源头，

孔子的《论语》让我们“学而时习之”，老子的《道德经》让
我们“上善若水”，司马迁的《史记》让我们“以史为鉴”。
传统文化在规范人们道德行为，启发人们行事做人等方面都
有着重要作用。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传承千年的传统道德思
想更是指导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为人处世。多元文化环境
下的高校思政教育改革便是要从优秀传统文化视阈下传承传
统道德思想，结合马列主义思想，为学生打造“思想武器”，
帮助学生防御不良文化的影响和冲击。高校思政教育也不必
拘泥于一种形式，例如：高校可以通过开展“寻迹传统文化”
的远足活动，让学生在寻找传统文化的道路上感悟思政教育
内涵；可以通过举办传统文化论辩会的形式，在辩论中提升
对优秀传统道德思想的认知和理解；可以通过举办传统文化
读书分享会，促进团体内部思政交流和传统文化知识交流，
深化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提升高校思政教育改革实效性。

四、结束语
总之，基于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面对更高、更

新的要求。思政教育工作有助于促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
念。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是为一项非常复杂、艰巨的任务。在多
元文化背景下开展思政教学，应该积极、合理应用有利资源，
将挑战转变为机遇，注重大学生实际生活和学习上的需求，创
新思政教学模式，健全思政教育体系，将思政教育工作与多元
文化背景结合，帮助大学生能够更好的面对新时期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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