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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节日在中国的日益盛行,对当代大学生群体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既体现出中西文化的交融和经济繁荣的迷思,也体现了大学生

追求精神和物质生活的迫切和迷茫。思政教育工作者需要接纳善意西方文化、坚决抵制意识形态渗透、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大学生正

确价值观的引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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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开放,西方节日的流行愈发

成为一种现象,受到广泛关注。这其中,既包含了新闻报刊和自媒体等各

方舆论的质疑、担忧和批判,也包含了传统商家和电商平台等多方力量

的循循善诱和推波助澜。同时,其背后不可避免地掺杂了敌我势力的意

识形态角逐和较量。纵观西方节日在我国的流行,可见到其 广泛的拥

趸来自青年群体。当代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中知识水平较高、肩负责任

较重的代表性人群,其对西方节日持有怎样的态度,以及如何结合现状

对大学生对待西方节日的态度加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值得深入分析和

探究。 

1 西方节日影响当代大学生的现状调查 

在我国流行的西方节日林林总总,包括宗教类,如圣诞节、感恩节等；

特殊亲友类,如父(母)亲节、情人节等。要探究西方节日对当代大学生的

影响现状,主要是调查哪些西方节日在大学生中受欢迎,以及大学生为什

么庆祝它们。本文以大连海事大学两个学院,多个专业和年级的部分学生

作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旨在对上述问题作出一般定性解答。 

1.1大学生对西方节日的偏好 

调查中收回的有效问卷共1496份,其中男生比例53%,女生比例47%,理

工科比例67%,文科比例33%,低年级本科生比例65%,高年级本科生比例22%,

研究生比例13%,生源分散全国各地。问卷中选取8个在我国具有一定知名

度和影响力的西方节日用于设问,相对地,选取我国9个具有代表性的传统

节日用于比较研究。元旦、劳动节等国际通行节日,建党节、建军节等特

殊群体节日,以及其他小众节日,均不在调查设问之列。 

在所列的17个中西节日中,针对“你会过哪些节日”这一多选问题,

各节日从高到低被选择排序依次为春节(除夕)98.3%,圣诞节(平安

夜)94.2%,中秋节91.6%,端午节88%,元宵节81.1%,母亲节80.7%,情人节

74.5%,父亲节71.6%,国庆节68.2%,感恩节57.3%,七夕43.9%,清明节38.2%,

万圣节24.1%,青年节19.3%,愚人节16.8%,重阳节9.1%,复活节7.7%。 

由于问卷调查的样本选择具有一定普遍性,可以推知当代大学生对

西方节日的偏好趋势。大学生过西方节日的现象非常普遍,西方节日对

于大学生的影响几乎达到与中国传统节日旗鼓相当的程度。庆祝圣诞

节、母亲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的大学生基数巨大,圣诞节这一西方宗

教节日的势头甚至超越了中秋、端午、国庆等重要节日,直逼中国“过

年”这第一大节。 

1.2大学生关于西方节日流行的态度 

调查中,对于“为什么过西方节日”的问题,大学生呈现的主流观点梳

理如下： 

(1)存在节日氛围,周围人都在过节,自己也被裹挟着参与到节日庆祝

活动中,如果不过显得自己与同龄人格格不入；(2)学习和生活压力大,需

要多一些节日给自己放松的理由,西方节日并非法定假期,以庆祝节日为

由去聚餐和娱乐,可以带来“忙里偷闲”的快乐；(3)西方节日给人的感觉

更活泼,更加适合年轻人的互动和聚会,可以联络朋友之间的感情。 

对于“对西方节日的流行持怎样观点”的问题,调查对象的高频回答

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1)西方节日的兴起不会撼动中国的传统,中国有着强大的文化根基,

有信心抵御一切文化侵略；(2)西方节日的盛行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

结果,是中外交流的自发渠道,有利于为经济发展注入新鲜活力,应当支持

和鼓励；(3)中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不应该大肆庆祝外国节日,庆祝西方

节日是崇洋媚外的行为,应当尽 大可能规避。 

2 西方节日影响当代大学生的辩证分析 

2.1体现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西方节日文化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产生的影响是中西文化的碰撞

和交融所推动的。国家间文化输出的载体多种多样,比如西方的圣诞老

人、迪士尼,中国也有大熊猫、功夫。友善积极的文化交流能够促进彼

此的文化发展,但外表友善的文化载体背后也蕴含有国家之间意识形

态斗争的刀光剑影。西方的节日显然也是这样具有两面性的载体。一

方面,西方节日体系在千百年的形成过程中,浸淫了灿烂的人类文明和

美好的人性光辉；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和斗争实践,

而西方节日文化所宣扬的价值观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处于核心地位

的家国情怀、民族精神和道德要求有着极为激烈的碰撞。西方节日既

然已经在中国社会落脚和生根,则它积极的一面和冲突的一面必然同

时呈现给中国。 

2.2体现我国文化和经济的繁荣和迷思 

西方节日文化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产生的影响是我国文化和经济的

繁荣和迷思所推动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举世瞩目的飞速发展。

在商业领域,传统商业模式和近年来兴起的电商平台的竞争日趋白热化,

在营 战、广告战的博弈中,依托各种节日的促 宣传被作为营 的砝码

推上舞台。当前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

的时期。包括西方节日与当代中国社会所呈现的矛盾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

题,都是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经历。不合理和不和谐只是暂时的,随着中

国开放社会的日趋成熟,这些矛盾和问题将迎刃而解。 

2.3体现大学生追求精神和物质生活的迫切和迷茫 

西方节日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产生影响是大学生追求精神和物质

生活的迫切和迷茫所造成的。大学生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在面对

多元诱惑的时候,往往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过西方节日也好,不过西方

节日也罢,本身不是错误,不必过于纠结。但过节日的动机是什么,是怎

样的过法,却值得大加探究、认真取舍。在对待西方节日的问题上,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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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去庆祝它,用哪些方式去庆祝它,需要认真地自我审视和辨别。如果体

验西方节日是为了深入研习多元历史文化、博采众长,则值得鼓励；如

果是为了把它作为契机联络友人、团结同学,则无可厚非；如果是为了

宣泄压力、放纵天性,则流于庸俗；如果是为了猎奇崇洋或大肆吃喝玩

乐,则应当深刻反思。 

3 大学生正确看待西方节日的价值观引导路径 

3.1以博大的胸襟坦然接纳善意西方文化 

接纳既有现象,指导大学生凭借博大的胸襟接受善意的多元文化。中

国近年来致力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这些对全球和全人类影响深远的国家战略,体现着中国包容、开放的姿

态和开阔的国际视野。引导大学生一视同仁地接纳来自不同国家、不同

文化背景的善意的理念和文化,是迈出与世界共呼吸的关键一步。具体

到在中国流行的西方节日,可以对部分节日的文化内涵进行积极的挖掘

和演绎。如父亲节和母亲节倡导对父母的感恩,与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

并无二致,在我国原无为纪念父母而设立的专门节日的情况下,引入西

方的父亲节和母亲节,既是国民的自发选择,也符合国家主流价值观的

一般倡导。只要对大学生加以正向的引导,抛开西方节日的宗教意义,带

领学生发掘其中纯朴美好的视角,可以帮助学生从合理庆祝西方节日的

过程中收获教益。 

3.2以鲜明的立场坚决抵制意识形态渗透 

建立警惕意识,帮助大学生自觉地以鲜明的立场抵制意识形态渗透。

帮助大学生认识到,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不是全盘的、无条件的,在接纳的过

程中要保持警惕,警惕外国文化的过度入侵,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

端重要的工作。在2014年中央59号文件中亦指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是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因此,在抵制意识形态渗透的问题上,

必须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比如藉由西方节日的宣传夹杂所谓“普世价值”

的宣传,或是藉由某些宗教节日开展以所谓“绝对自由”为前提的宗教信

仰宣传,亦或是消费主义、娱乐至上为核心的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甚而是

历史虚无主义等极端错误的思潮。对于这些遗患无穷的流毒要始终严防死

守,不可任之恣意蔓延,侵蚀广大当代大学生乃至青年群体的思想和行为

习惯。 

3.3以自信的姿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树立文化自信,引导大学生以自信的姿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办学的基本理念就是要以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

来涵养办学。解决中国问题还需要坚定四个自信,坚守中国道路,让当代大

学生的健康成长,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构建形成把传

统文脉作为底色的价值观体系。具体到对大学生选择节日和庆祝节日问题

的引导上,倡导大学生熟悉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背景,鼓励在吸收和尊重

民俗传统的基础上,以更加丰富多彩和富有时代气息的方法庆祝节日。同

时应当拓展大学生和广大青年参与庆祝国庆节、青年节的途径,使他们真

正感受到节日的氛围,激发归属感和自豪感。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等既有国家历史背景,又有国际认同的

特殊纪念日,要在当代大学生中间更广泛地宣传,组织青年乐于参与的纪

念和庆祝活动,让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性节日屹立于世界,产生更加深远的

影响。 

4 结语 

西方节日文化在我国社会的盛行,对当代大学生产生了显著影响。思

政教育工作者应该引导大学生以辩证的思维方式分析西方节日文化盛行

背后的中西方文化碰撞和交融,接纳善意西方文化的同时坚决抵制意识形

态渗透,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树立健康娱乐消费观念,脱离庸俗化的低

级享乐,合理规划和分配精力,树立远大志向,投身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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