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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建设思想对于管理学课程改革具有关键的引领作用,可以将思政元素融入到管理学课程

教学中。本文将以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文化建设的世

界格局为切入口,系统的总结文化建设思想。将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建设

的基本原则具体融入到管理学的课程知识体系中。最后以教学示例说明融合的具体路径,此融合的过程

中的问题与结果都可以为实际教育者提供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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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construction ideology plays a crucial leading role in the reform of management courses, 

which can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management course teaching. This article will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deas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strategic goals, main tasks, and 

global pattern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which integrates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to the curriculum knowledge system of 

management. Finally, a teaching example is used to illustrate the specific path of integration, and the problems 

and results during this integration process can provide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actual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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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十大强调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性,这显示出目

前我国除了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实现全领域发展,在文化也要繁

荣昌盛。[1]组织文化关乎着持久发展与未来前景,管理的本质是

需要调动人与事物之间状态关系,是继续发展还是摒弃思想,核

心都是在于对人的管理。因此国家文化建设方面与管理学中的

组织文化建设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所以将文化建设思想应用

在管理学上是切实可行的。管理学课程如何融入组织文化思想

更好的培养出适合市场需求的管理人才值得我们探索。 

本文主要探讨了文化建设思想观点以及将众多观点融入管

理学课程体系中。贯彻学习好文化建设思想,有助于大众学习意

识。从单独的个体出发,逐渐扩展范围,营造良好的文化建设社

会氛围,从而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同时,国家的文化实力增

强的同时,又会反作用于每个人,这对于国家与个体的利益是相

一致的,荣辱与共的。 

1 文化建设思想总结 

1.1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1.1.1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2]建设社会主

义强国需要人民,需要党。坚持党的领导,坚守人民中心理念,

才能不断向前进。 

1.1.2中华文化立场与百花齐放相统一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百花齐放”。[3]把握好文化方向,观察好

当下情况,决定好未来走向。只有努力发展好本民族文化,才能

更好的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 

1.1.3文化自信与文化包容相统一 

“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4]自信是人之

气质,更是国之形象。当我们对本民族文化有充分的自信时,才会

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包容,才能更好的践行不同文化的相互学习。 

1.2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 

1.2.1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党中央立足第二个百年目标和“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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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5]。 

1.2.2推动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

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

步。”[6] 

1.3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 

1.3.1坚持和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

端重要的工作”、“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

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7] 

1.3.2培养和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

本的基础工程。国家领导人认为：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个人的德,

更是国家的德。 

1.3.3担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

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转化与发展”。 

1.3.4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正是在这样的先进文化下,

孕育了新时代独特的中华优秀文化。 

1.4文化建设的世界格局 

1.4.1深化世界文明交流借鉴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

重要动力。同时也提出了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等重要论断。 

1.4.2共享当代中国价值理念 

“我们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就必须使当代中国价值观

念走向世界。 

1.4.3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 文化建设思想融入《管理学》课程的结合要点 

在探讨如何将建设思想融入到管理学课程教学中时,可以

重点参考组织文化这一章节的内容。 

2.1文化自信对应着组织文化功能中的导向、凝聚、激励和

约束、辐射 

具有多层次、多涵义的文化自信在新时代下不断被挖掘出

来,这不断更迭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又化险为

夷,最后涅槃重生的最好历史见证。归根结底都逃不出“人”与

“族”。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民”字古字表示由刺瞎一只

眼睛的战俘充当奴隶,后指平民、百姓。人民与民族,首尾以“民”

字相通,人与人、族与族在激烈的战斗中,必定会有“民”。而正

是这样的“民”才能连接起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桥梁,也正是“民”

的聚集,才会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久而久之,属于本民族的文

化自信就诞生了。近年来,中国本着世界和平发展,努力发展壮

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高,西方国家也逐渐学习中国文

化,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正不断增强其辐射功能。 

2.2培养和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对应着组织文

化的塑造过程 

以高校为例,“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从本质来说核

心价值观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对个人或群体的价值观的态度反

应。正是这种深层次含义,紧要使命需要塑造大学生主流价值观,

创新培育方法和模式,进一步将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融入到思政

教育活动中。[8] 

2.3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对应着组织文化的特征 

《管理学》课本的版本不同,涉及的知识点也会有一定差别,

但就文化的特征来说大致包括独特性、长期性、可塑性、精神

性、系统性、人本性、融合性等特征。以人本性为例,文化建设

的基本原则中就有人民性这一重要原则,管理需要坚持“以人为

本”的组织文化,只不过需要从“人民性”演化为“人本性”。 主

动性与积极性是提升的关键点,让人本思想深入管理决策支柱,

进而迸发出去强有力价值观与传统习惯的统一体。[9] 

3 教学示例：讲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基本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

设。下文将以此为例,尝试探索如何具体将文化建设思想融入

《管理学》课程教学体系中,具体将围绕两个问题展开。 

3.1如何理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

是我随着我国历史发展,从“人与人”、“人与国”、“国与国”之

间的关系不断摸索出来的,是时代发展的成果,并逐渐形成符合

我国国情的科学价值的引领。它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等几

个层面。[10] 

其次要清楚培育和践行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以及所要达成的

目标是什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

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

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 

3.2怎样“培养和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首先,讲清培养和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每一个人

的继承与传承,新时代有着独特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大量保留着

先辈们传承下来的优秀思想道德理念。因此要给学生讲清楚,

每一个人在创造历史进程中都是普通的但具有独特性,都是扮

演着不同个体的历史参与者甚至影响者。 

其次,引导学生将管理学课程中的组织文化章节内容与文

化建设思想相结合,通过“引导-实践-感悟-创新”让学生真正

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学生有动力、有想法去“培育和实

践”。教师,是指引者,而不是决策者。学生想法多样,不可避免

也会有一定的错误存在,这时候教师应该将正确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指引,并引导学生以文化建设思想为根本方向,坚

持党的领导,坚定信念,明白是非曲直。在课堂外,教师要鼓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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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主探索学习文化建设思想,并不断加强理解深度,培育学生

的文化建设意识,在专业领域内激发出实践动力,争做一名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者。 

4 结束语 

管理的本质是协调,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管理,国家治理和

人才管理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因此,国家治理层面的一些文

化建设理念和思想是可以应用于人管理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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