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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国家未来的希望和基石的大学生，其文化自信关乎着青年一代对主流意识形态、

主流价值观的认同程度。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信息海量，鱼龙混杂。对于知识

储备还不完备、尚未形成完整“三观”的大学生而言，更容易陷入价值观混乱、信仰缺失等一

系列问题。因此，对于新时代大学生如何提升文化自信心，以及关于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

信培育路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知情意行”四维理论为分析框架，

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以问卷形式随机对 109名大学生的文化自信现状及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分

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多元文化背景下切实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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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的重

要性。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他曾明确提

出中国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坚定“四个自信”，即“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强调“文化

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浓厚的自信，一个民族没有精

神文化自信，就没有希望，就没有前途”；关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精神支柱和道德力量”；关于文化自信与国家发展，他提出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立足于历史、

立足于文化，保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法宝和战略资源”。足以

说明文化自信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密切关系，加强对文

化自信的培养和巩固，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次采用随机抽样法对 109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主要调查对象分为硕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生的不同年级。由频

率分析可知，性别为女性有 56个，占比 51.38%；性别为男

性有 53个，占比 48.62%。民族中其他民族有 9个，占比 8.26%；

民族中汉族有 100个，占比 91.74%。

所在年级中大一有 24个，占比 22.02%；所在年级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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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 23 个，占比 21.10%；所在年级中大二有 37个，占比

33.94%；所在年级中大四有 19个，占比 17.43%；所在年级

中研究生及以上有 6个，占比 5.50%。所学专业类别中其他

有 11个，占比 10.09%；农学有 7个，占比 6.42%；医学有 4

个，占比 3.67%；历史学有 8个，占比 7.34%；哲学有 7个，

占比 6.42%；工学有 10个，占比 9.17%；教育学有 10个，

占比 9.17%；文学有 5个，占比 4.59%；法学有 14个，占比

12.84%；理学有 9个，占比 8.26%；管理学有 3个，占比 2.75%；

经济学有 10个，占比 9.17%；艺术学有 11个，占比 10.09%。

年龄中 18-20 岁有 49个，占比 44.95%；年龄中 21-23岁有

36个，占比 33.03%；年龄中 24岁及以上有 20个，占比 18.35%；

年龄中小于 18岁有 4个，占比 3.67%。家庭所在地区中农村

有 39个，占比 35.78%；家庭所在地区中城市有 70个，占比

64.22%。是否曾参加过涉外交流或留学项目中否有 74个，

占比 67.89%；是否曾参加过涉外交流或留学项目中是有 35

个，占比 32.11%。是否曾参加过文化活动或社会实践活动中

否有 35个，占比 32.11%；是否曾参加过文化活动或社会实

践活动中是有 74个，占比 67.89%。是否对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文化持开放态度中否有 15个，占比 13.76%；是否对其他

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持开放态度中是有 94个，占比 86.24%。

（二）研究方法

采用自编“当代中国大学生文化接受现状调查问卷”，

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大学生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和分析。问卷内

容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性别、民

族、所在年级、所学专业等个人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主要

内容，分为“文化认知、文化情感、文化意志、文化行为”

四个模块。采用 5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表明研究对象的接

受文化教育的程度越高。

二、实证调研结果

（一）大学生接受文化教育的基本情况

表 1

描述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文化认知 109 1.333 4.833 1.07 3.732

文化情感 109 1 5 1.105 3.766

文化意志 109 1 5 1.098 3.725

文化行为 109 1 5 1.234 2.312

文化总分 109 30 69 12.659 56.982

由描述分析可得，结果显示，变量 '文化认知'的样本量

为 109；最小值为 1.333；最大值为 4.833；标准差为 1.07；

平均值为 3.732；结果显示，变量 '文化情感'的样本量为 109；

最小值为 1.0；最大值为 5.0；标准差为 1.105；平均值为 3.766；

结果显示，变量 '文化意志'的样本量为 109；最小值为 1.0；

最大值为 5.0；标准差为 1.098；平均值为 3.725；结果显示，

变量 '文化行为'的样本量为 109；最小值为 1.0；最大值为 5.0；

标准差为 1.234；平均值为 2.312；结果显示，变量 '文化总

分'的样本量为 109；最小值为 30.0；最大值为 69.0；标准差

为 12.659；平均值为 56.982。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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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所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文化行为的平

均值为 2.312，文化意志平均值为 3.725，文化情感方面平均

值为 3.766，文化认知方面平均值为 3.732。该数据表明大学

生整体文化自信情况良好，四个维度的文化自信平均得分由

高到低呈现“大学生文化情感﹥大学生文化认知﹥大学生文

化意志﹥大学生文化行为”的次序，说明我国大学生在文化

自信上拥有浓厚的情感因素，总体对文化方面的自信程度良

好，也充分证明了目前我国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方针的正确。

但需要注意的是，文化自信不仅仅只是靠情感维持，相对来

说，文化行为的平均值水平相对较低，这也反映出当代大学

生在文化实践活动中持消极态度，主动维护文化方面的行为

不强，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分析与研究。

具体来看：

在文化认知方面，整体平均值在 3.732，表明大学生整

体文化认知程度良好，但仍需要注意的是，在“我熟悉中国

历史名著和经典文化作品”这一问题中，7.27%的同学选择

了“完全不同意”，11.82%的同学选择了“不同意”。在“我

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有一定了解”这一问

题中，仅有 5.45%的同学选择了“完全不同意”，7.27%的

同学选择了“不同意”，表明大学生的传统文化认知相较于

现代文化认知上还有待加强；在文化情感方面，整体平均值

在 3.766，表明大学生文化情感方面平均水平较高，在文化

情感方面这一版块的问题中，选择同意和完全同意的同学占

比几乎达到了 70%及以上，但仍有少部分同学文化情感缺失，

在文化身份认同方面还有待加强；在文化意志方面，整体平

均值在 3.725，表明大学生在文化意志上整体水平良好；在

文化行为方面，整体平均值在 2.312，表明大学生在文化行

为上整体水平较低。

（二）大学生接受文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在当代社会，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使得不同文化之间

的接触和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入。这带来了文化相互交融的机

遇，同时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挑战。

一方面，大学生在面对多元文化时，会受到各种外来社

会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他们会接触到不同的文化观念、价值

观和思想体系，可能会产生思想上的摇摆和困惑。然而这也

是一个机遇。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相互交融可以促进学生

的开放思维和多元视野。通过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学

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他人的文化差异，培养包容性和多

元性的意识。有助于拓宽学生的视野，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

流能力，增强文化自信。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应充

分认识到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性，并采取相应的策略和措施。

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对传

统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一定的渗透。这种渗透也可以理解为一

种文化冲突和文化碰撞，给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带来一定的挑

战。他们可能面临着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和选择，

需要在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寻找平衡点，并形成自己的文化

认同。需要强调的是，大学生在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时，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衰败或消失。相反，它也为大学

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的选择空间。大学生可以通过

深入学习和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认识到自己文化的独特之

处，并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和表达能力。因此，

在面对外来社会思潮和西方文化渗透时，培养大学生的文化

自信尤为重要。通过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宣传，引导大

学生深入思考和反思，提升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心。

同时，也要鼓励大学生开放心态，包容多元文化，并通过对

不同文化的学习和交流，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文化

适应能力。

三、对策建议：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文化自信

的提升路径

新时期高校在加强思政教育的同时，也要依据当前世界

形势和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思政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这样可以确保意识形态教育与时俱进，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政教育。

（一）打破惯式学习，提升自身内驱力

文化自信建立在文化认知、文化情感、文化认同的基础

之上，要牢固树立文化自信，让大学生自主加强文化认知、

体悟文化情感、达成文化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自主

学习是关键。作为大学生自身来说，应当积极深入了解本国

文化，积极学习和了解本国的历史、传统、价值观、习俗、

艺术等方面。阅读相关的书籍、参观博物馆、参与文化活动，

加强对本国文化的了解和认知。

积极开放心态，主动接触和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

通过旅行、阅读、社交等方式，了解不同文化的特点和魅力，

培养对多元文化的兴趣和尊重。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活动，例如学习传统艺术、参与文化保护组织、创

作符合当代需求的文化作品等。通过实践和参与，深化对本

国文化的认同和理解。积极欣赏和研究本国的艺术作品和艺

术形式，如音乐、绘画、舞蹈、电影等。参加相关的课程、

展览、演出，提升审美品味和艺术素养。积极参与跨文化的

交流和对话活动，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分享观点

和经验。通过开放的心态和互相尊重，增进跨文化的理解与

合作。

（二）推动文化建设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在课程设置中增加多元文化相关的课程，涵盖不同文化

背景、历史、价值观和艺术等领域。这样的课程可以帮助学

生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

流能力。此类课程可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沟通技巧和解决跨

文化冲突的能力。课程内容可以包括跨文化沟通的技巧、文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237

化敏感度的培养、解读非语言交流的能力等，帮助学生更好

地适应多元文化环境。除此之外，学校可以组织各类文化交

流等实践活动，如文化展览、演讲比赛、文化艺术表演等，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并展示自己的文化特色。这样的活动为学

生提供了互相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促进跨文化的相互理解与

包容。

（三）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体验

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机会，包括参观博物馆、

艺术展览、文化表演等。通过亲身体验和感受不同文化的魅

力，学生能够增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学校可以组织

学生参观博物馆、艺术展览、历史遗迹等文化场所，让学生

亲身体验和感受不同文化的魅力。通过实地参观，学生可以

深入了解不同文化的历史、艺术和传统，加深对自己文化的

认同和理解。

举办各类艺术表演、音乐会、戏剧演出等文化活动，让

学生有机会欣赏和体验不同文化的艺术表达形式。这样的活

动可以激发学生的艺术兴趣，开拓他们的审美视野，增强对

文化的自信心。鼓励学生组建和参加各类文化团体和社团，

如音乐团队、舞蹈团体、传统文化研究社等。这些团体和社

团为学生提供了展示自己文化特色和才艺的平台，让他们能

够通过参与和表达来增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

（四）鼓励文化参与和表达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文化活动，并提供平台和机会展示自

己的文化特色和创造力。例如，组织文化节、艺术展演和文

学作品展示，让学生展示自己的才华和创意，增强他们的文

化自信心。学校和社会组织可以提供文化平台，鼓励学生和

社区成员参与各种文化活动和表达形式。例如，举办文化节、

艺术展览、演出和比赛等，为学生展示和发挥自己的文化才

能提供机会。通过鼓励文化参与和表达，可以帮助个体更好

地认识、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和融合。这有

助于建立一个包容、和谐的社会氛围，推动多元文化的繁荣

和发展。

（五）培养批判性思维

培养学生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力，使其能够客观理性地分

析和评价不同文化观念和实践。这有助于学生在多元文化环

境中保持开放的思维方式，避免偏见和歧视。学校可以在课

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通过引导学生提出问

题、分析信息、评估观点和推理论证，培养他们对文化现象

和观念进行独立、客观思考的能力。

学校和社会可以提供多元化的资讯渠道，让学生接触到

不同文化、观点和意见。这有助于拓宽学生的视野，避免单

一观点的片面性，激发他们对多元文化的思考和理解。引导

讨论和辩论：教育机构可以组织学生参与讨论和辩论活动，

鼓励他们就文化问题和社会议题展开深入思考和交流。通过

与他人的观点碰撞和辩论，学生可以发展批判性思维和表达

能力。鼓励独立思考：教育机构和社会应该鼓励学生独立思

考，不盲从、不偏见地对待文化问题。学生应该被鼓励提出

问题、独立思考，挑战传统观念和现有框架，发展自己的独

立见解。

（六）校社结合强调价值观的共通性

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之间的对话和互动，让他们分

享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并且倾听和理解他人的观点。通过

互相尊重和包容，学生可以发现共通的价值观，并建立跨文

化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将重点放在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上，以

促进跨文化合作和团结。通过强调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

平与正义等共同关切的议题，可以凝聚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

并鼓励他们超越个体差异，为共同目标努力。提供跨文化交

流的平台和机会，让学生亲身体验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和习俗。

（七）加强文化研究和知识传播

鼓励学生参与文化研究，并提供资源和平台支持他们的

学术探索。通过深入研究和传播文化知识，学生能够深化对

自己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也能更好地理解和尊重其他文

化。

高校可以加强对多元文化的研究，包括文化背景、价值

观、传统习俗等方面的研究。这有助于深入理解不同文化的

特点和内涵，为跨文化交流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学校可以

开设多元文化相关的课程，如跨文化交流、文化研究、文化

理论等。这些课程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和研究

方法，增加对多元文化的认知和理解。

四、结语

本文从当代大学生面临多元文化的现实基础以及增进

和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时代要求谈起，经过问卷调查、真

实数据的统计，用理性的数据来分析当代大学生在多元文化

影响下的文化自信现状，从中剖析出多元文化下大学生文化

自信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它的主要因素，最后制定出切合真

实需要的当代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提升原则与提升对策。试图

通过本文，为文化自信的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研究贡献一己之力，为当代大学生文化自信提升提供点滴理

论与实践的参照。当然，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在原因的分

析与对策研究上还有进步空间，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需要

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结合实际不断地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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