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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文化对综合国的力贡献越来越大,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和冲突也日渐严重,世界各个国

家也开始重视关注文化安全问题,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已经成为全球各国势在必行的责任和义务。把握高校进行国家文化安全

教育的重要性、了解高校国家文化安全当前的教育现状,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教育方法,提高教师和学生对国家文化安全

的责任意识,增强文化领域反渗透斗争的实战能力,是高校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必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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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国家安全状态,它阻止主权国家文

化被其他文化侵蚀和摧毁,维护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

包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国家文化影响力持续递增。维

护国家文化安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内涵,大学绝对

有必要对学生提供国家安全教育。 

1 高校进行国家文化安全教育的意义 

1.1 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大学有必要开展国家安全文化教育 

意识形态的领域斗争在东欧剧变后变得愈发浓烈。拥有

话语权优势的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一些实力较弱的国

家的文化实行文化霸权主义,使其政治观和意识形态安全认

识都遭受着侵蚀和威胁,我国文化也不可避免的遭受着这种

威胁。大学生是我国未来发展建设的中坚力量,必须有着正

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文化安全要有坚定明确的

认识。正因如此,我国高校必须把国家文化安全融入教育体

系当中,通过这种方式,大学生才会认识到文化霸权主义的

危害,才能抵御的住外来文化的侵蚀。 

1.2 高校是国家文化安全教育维护的重要场所 

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反映在国家竞争力中,国家文化安

全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就大大提高了高校开展国家文化安

全教育的重要性。一个国家整体公民综合素质,决定这个国

家文化安全在国际舞台中的竞争力,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

基地,担负着发展综合性优秀人才任务。它通过思想政治理

论课以及校园文化的熏陶等方式向学生传播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增强大学生对中国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以及

传承信念,加强对外来文化侵蚀的抵御能力,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 

1.3加强大学生对文化政策理解的重要途经是发展高校

国家文化安全教育 

国家文化政策对一个国家文化发展起着主导作用,体现

在民族文化建设上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

要表现形式,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需要国家文化建设做屏障。

冷战结束前,文化领域的对抗相对隐蔽,直到冷战结束后,文

化领域的对抗开始浮出水面,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开始妄图

以文化霸权主义侵蚀我国青少年的政治观和意识形态认识。

面对这种严重威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成为了维护国家安

全的首要目标,起着国家文化利益保护的主导作用的就是国

家文化政策。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军,必须加强

对文化策略的认识,这就要通过大学思政课的教育来进行渗

透传播来完成。高校可通过思政课的传授、组织社会实践、

校园网站等,向学生普及宣传文化政策,使大学生自主认同

我国政治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增强文化自信,

落实我国文化政策,维护好国家文化安全。 

2 高校国家文化安全教育的现状 

2.1 始终把握意识形态,不能放松 

改革开放后,虽然我国的发展成就被世界瞩目,但与西方

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西方文化充斥

着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使其思想放松警惕,意识形态逐渐

被西化,甚至对学习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抵触心理。这种情形下,

高校肩负着保证意识形态安全的任务,使我国政治观、价值观

教育始终贯穿在高校思政理论课当中,强化学生的主流意识

形态认识,有较强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的能力。 

2.2 语言文字安全教育发展不够充分 

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长河变迁的过程中,形成了象征

自己符号的语言。语言代表着一个国家、民族 基本、 稳

定的文化。语言文字对国家安全作用虽不如军事那般直接,

但起的是一种基础性的、长远的影响作用,是一个国家文化

的象征,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06年,世界

许多发达国家就对语言安全进行制订了相应的安全战略,而

在这时,我国则没有同发达国家一样,对语言安全进行制订

相应安全战略。近几年网络中也不时会出现一些所谓的“火

星”语言来腐蚀我国的语言文化。由此可见,我国对语言文

字的教育和把控发展的还不够充分。 

2.3 文化资源安全教育不受重视 

我国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明古国,中国传统文

化深远流长,各民族文化融会贯通,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

文化资源,这些都是增强我们民族自信和自豪感的有力依据,

也是高校对学生进行文化自信教育的 宝贵的资源。虽然自

2005年起,我国就对文化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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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到高校教育的足够的重视,更没有纳入到文化安全教育

的内容之中,这对加大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3 加强高校国家文化安全教育的对策 

3.1 加强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力度,

构建国家文化安全教育体系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

了我国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观。我国进行文化安全教育,

也必须体现我国的政治观教育。加强高校对学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认同感的教育力度,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始

终在统领地位不能被改变,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基础保

障。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的文化侵蚀,面对青年人活跃思维的多元化,要维护国家

文化安全,必须保证社会意识形态的安全,构建国家安全教

育体系,加强高校思政课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灌

输,保证大学生在校期间形成正确的政治观、价值观认识和

自觉地文化自信,是高校进行国家安全教育 重要的任务。 

3.2 增强多元化文化交流合作,建设国家文化安全实践

教育体系 

在人类发展数千年的过程当中,世界各国各族人民相互

往来,相互沟通,形成的文化也是纷繁多元,每种文化都拥有

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精神魅力,其传承也是丰富多彩。在长

期的各民族文化相互贯通的过程中,中华文化面对外来文化

时有着与生俱来的较强的同化能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资本主义国家倡导的“文化全球化”也在逐渐越来越深

入的影响着中国,其进行的冲击程度给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带

来了严重的威胁。作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进行文化传播的

重要使者,高校必须在国家安全教育中进行一些列的实践活

动,时国家文化教育的实践体系建立起来,而不是只局限于

书本课堂的灌输。建设高校国家文化安全教育实践体系的内

容具体应该包含以下两点：一是尊重包容文化多元化,增强

文化自信,抵御“霸权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

蚀；二是,增进多元化文化交流,加强文化合作,反对封建教

条主义。 

3.3 保障国家安全教育体系,强化建设师资队伍 

高校进行文化安全教育的 直接的教育对象是大学生,

他们接收信息广泛,多年教育更使得他们有着活跃的思维

和一定的思辨能力,尽管如此,没有进入社会的他们还是缺

乏一定的经验,长远性的思考还不够充分,更多关注的是自

身的利益。面对纷繁多样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学生们的价值

观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也就更容

易被忽视。在这种局面之下,高校开展国家文化安全的教育

难度增大,强化教师专业水平,改善教学课堂方式方法,加

强建设专业的教师队伍刻不容缓。专业教师通过自己较深

的感悟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授课,会使学生对国家文化安全

维护的意识理解更为深刻,不仅能让学生学习到国家文化

安全维护的相关知识,也会影响学生自觉树立维护国家文

化安全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4 结语 

总而言之,为了巩固党在国家领导的地位和早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加强高校国家文化安全教育意义重

大。高校是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础阵地,有着

宣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责任义务。因此,在面临各

种文化冲击和挑战时,高校应该积极的去应对,从真正的思

想关注到行为指导,再到建立完善的机制,真正的做好高校

对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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