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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是我国文化自信建设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文化自信

培育中扮演重要角色,大学生对传统文化接受程度较高,国家应利用传统文化优势,用好高校教育手段,丰

富教学资源,切实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与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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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

有一个文化自信。”[1]坚持文化自信是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更加持久发展的

内在要求。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

人,需要具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感与民族

自豪感。对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也越

发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我国优秀

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具

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艺术魅力,在大学

生文化自信培育中具有积极意义。 

1 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文化自

信培育必要且重要 

所谓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代代相

承的能够反映其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思想

文化及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它在物质

文化和精神文化中皆有体现。”[2]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历经千年风霜,反映了中华

民族的风雨历程,凝聚着民族精神。其中

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以华夏民族文化为

根基,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精华,经过历

史的洗礼,成为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特征

及思想的文化瑰宝。将传统文化纳入大

学生文化自信培育是国家文化自信建设

的要求,也是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内容

的使然。 

此外,作为“文化自信”中“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

文化自信培育,有利于激发大学生对民

族文化的认同感。当代大学生尽管受西

方思想影响较深,但是他们作为华夏子

孙,一直都有浸染在传统文化中,这种刻

在血脉里的民族认同感,可能会受到外

部环境的影响而增减,但这种联系的存

在却不可否认。因而将传统文化融入大

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其实质也是让青年

一代能够更加了解自己本民族的文化,

感受文化魅力,从而丰盈骨子里相承而

来的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情。 

2 大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接受

现状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的了解大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接受状况,我们以此为背景进行

了调查,调查对象为现在读大学生,共发

放调查问卷200份,回收194份。根据收回

的问卷结果显示,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

接受状况良好,大多数学生对传统文化

的存在给予了肯定并表现出较高的接受

度,存在个别明显的排斥情况。 

根据问卷分析,有94.85%的学生认

为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应该继承与发

扬,44.33%的学生对传统文化非常感兴

趣,90%左右的学生同意优秀传统文化对

他们的成长产生了影响。通过分析可见,

绝大多数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还是比较客观正确

的,他们能够承认、认同传统文化的价值,

并表现出对传统文化了解学习的兴趣。

这一点也从侧面加深了传统文化融入大

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可能性。 

虽然从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接受表现出很大的包容性,但是

整体接受状况存在差异性。其中4%的学

生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无法融入现代

社会,1%的学生认为传统文化都是腐朽

的,应完全摒弃。对于这种思想产生的原

因,笔者认为或与以下几点有关：首先,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

与古代封建社会联系紧密的传统文化的

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并且随着西方外来

文化的不断进入,传统文化在现当代的发

展更是备受冲击。其次,传统文化本身糟

粕精华参差不齐的特点,也使其在社会上

的影响逐渐减弱,对其进行批判的更是大

有人在。最后,就当代大学生群体而言,

作为青年他们“阅历不广,容易从自身角

度、从理想状态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世界,

难免给他们带来局限性。”[3]他们思想上

表现出的多样性的特点,也会使其对传

统文化的接受程度不甚相同,并受多种

因素影响呈现动态变化。 

整体而言,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

接受环境影响较多,整体水平还停留在

基本认知阶段,对于进一步了解缺乏主

动性。因此,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文化自

信培育必须从传统文化出发,着力提升

大学生的主动性,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

民族文化认同感。 

3 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文化自

信培育路径 

作为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重要载

体,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群体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国家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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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培育缺一不可。整体路径应是国家

牵头促文化产业建设,高校作培育平台,

全面打造文化氛围,切实增强大学生文

化自信。具体包含两方面： 

3.1深化传统文化改革,提升社会影

响力 

随着国家文化自信建设的不断深入,

社会大环境中的文化氛围越发浓厚,这

也为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群体提供了优

势。但是要进一步让大学生主动认知传

统文化,并不断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传统

文化当代保护还要继续。根据笔者所做

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62.89%的学生

认为传统文化的未来应该加以变通适应

社会发展,36.08%的学生认为传统文化

应该保持完整性,毫无保留地学习。可见,

对大多数学生而言,传统文化的“传统”

很大程度上似乎影响了大学生对它的接

受。因此,要想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大学

生的日常,传统文化自身也要有所改变。

2019 年中宣部组织编写的学习纲要就

曾指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要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4]所以以创

新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改革必不可少。当

然这种改变非否定其文化内涵,而是在

传统文化价值保护范围内的改变,其更

新实质也是宣传方式的与时俱进。 

国家可以利用公共文化场所的阵地

作用,有目的的开展传统文化宣传活动,

营造文化氛围。政府可以出台相应保护

政策,给予传统文化爱好者、保护者一些

可利用平台,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

外,还可以积极开展网络宣传活动,用好

互联网平台,扩大优秀传统文化在网络

中的影响力。通过全社会整体大环境的

影响,发挥文化感染作用的优势,真正宣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大学生的认

知热情,从而提升大学生群体的民族文

化认同感与自豪感。 

3.2完善校园教育平台,丰富教学

资源 

高校是大学生受教育的主要场所,

也是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主要阵地,

因此,学校要为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

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作为高校对

大学生文化自信培养的重要载体,在众

多高校中均可见传统文化的身影,许多

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 

根据笔者的调查,有30.41%的大学

生了解传统文化的方式是通过学校教

育,61.34%的学生表示学校有开设传统

文化相关选修课,6.19%学生表示所在学

校开设了相关必修课。由此可见,传统文

化相关课程已经被大多数高校采用,传

统文化作为教学资源被用作于大学生思

想引领。但是,有相关课程并不意味着高

校传统文化教育做得好,仅有课程并不

能直接有效的产生文化自信培育的效果,

有32.99%的学生表示所在学校开设的传

统文化课程效果差强人意。通过分析,

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方

面的原因：一是高校现开设的传统文化

相关课程大多为通识教育,非相关专业

的多设置为选修课。对大学生中对传统

文化认知意愿较强的学生通识内容很显

然不能满足其学习需要,而对于传统文

化主动认知较差的同学则不会去选择这

样的课程,所以,容易形成两极情况,影

响授课效果。二是文化自信的培养非一

朝一夕之事,文化的感染作用也需要相

应环境氛围的影响。许多高校虽然开设

了传统文化相关课程,但是缺乏配套的

传统文化教养氛围,学生在学习后不会

在现实生活中进一步感受体会,对传统

文化仅限于课堂知识上,自然难融汇于

心,产生由衷的文化自信感。 

因此高校在利用传统文化对学生进

行文化自信培育的时候应该以教学资源

为中心,配合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切

实营造校园文化氛围。首先在教学资源

上,应该丰富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库,采用

必修与选修结合的方式,将传统文化通

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以优秀传统

文化为核心,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有重

点的开设有针对性的传统文化课程。其

次,高校还可以拓展传统文化活动形式,

例如定期退出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讲

座、戏曲展演、知识竞答等等,寓教于乐,

以学生兴趣为切入点,营造传统文化教

养氛围。最后,高校也可以利用好线上平

台,从大学生群体的特点出发,在线上开

展传统文化课程、活动等,并可以积极使

用新媒体手段,宣传优秀传统文化,配合

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全面助力传统文化

融入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 

大学生是推动社会进步重要的人才,

作为国家文化未来的建设者,对大学生

的文化自信培育关乎民族的未来。除了

国家文化自信建设的需要,大学生也应

该自觉加强民族文化学习,注意提升中

华传统文化的认知热情,切实感受传统

文化魅力,提升文化自豪感,担当时代所

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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