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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cultivate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t student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reality observation are comprehensively adopted to make cultural 
confidence more effective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art students. Only by cultivat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mong 
art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ully leverag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art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we correctly guide the values and outlook on life of 
art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who are not yet mature in their thinking, strengthen their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socialis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closely follow the national cultural confidence training policies and the direction 
of school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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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高职院校艺术生文化自信培养方法探究
刘照

宁夏艺术职业学院，中国·宁夏 银川 750000

摘  要

论文在立足艺术生特点的思政领域进行文化自信培养，综合采用文献分析法、现实观察法等研究方法，让文化自信更有效
地作用于艺术生的思政教育。只有在思政视域进行艺术生文化自信培养，充分发挥文化自信作用于高职院校艺术生的思政
教育，才能正确引导思想尚不成熟的高职院校艺术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在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下坚定自身的文化
自信，紧跟国家文化自信培养政策和学校文化自信的培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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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所在，也是广大民众

的精神依托。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

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生命力的坚定信念 [1]。”

当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国家和地区之

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但究其本质其实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

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也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一个国

家是否能健康有序地发展，关键还是在于对人才的培养，而

作为培养人才的各级高校，尤其是高职类院校来说，肩负着

培养社会主义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时代任务，这不仅是

一个国家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促进大学生自身发展的

有益途径 [2]。

2 立足艺术生特点开展基于思政视域的文化
自信培养

2.1 基于宏观氛围强化文化认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在推动文化发展的过

程中，对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严格监察，营造良好的

社会文化氛围。积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到与文化产业相关的

各个领域，增强文化产业市场的活力，并激发社会各界共同

参与文化创新和发展，以此满足广大人民对文化的不同需

求，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一方面，合理利用图书馆、博物

馆、纪念馆、校史馆等社会公共文化场所的文化宣传和教育

作用，通过这些场所的文化感染力，引导大学生深入了解传

统优良文化的积极性，提升大学生对先进文化的学习热情。

另一方面，通过当前政府对传统文化的政策导向，引导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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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深入了解蕴含在京剧、皮影戏、剪纸等国粹文化中的魅力，

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心；通过剧院、音乐厅等公共文化资

源，开展多种多样的传统文化主题活动，来培养大学生正确

的文化消费观念，提高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2.2 基于时代网络增强文化抵御
我们要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和

正面宣传力度，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文化，

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健康的网络空间 [3]。一方

面，从贴近大学生现实生活的角度入手，通过互联网向大学

生介绍优秀的传统文化，引导大学生关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的网站、公众号，并定期更新主流文化内容，使大学生在网

络中受到优秀民族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加强在线媒体管

理，定期开展净网活动，清理互联网上的激进言论和一些诋

毁民族文化、歪曲国家政策、美化西方文化等内容，进一步

规范网络行为，促进网络空间的合法化，加深大学生的民族

文化意识。另外，建设在线思政教育课堂，通过网络来掌握

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以便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思想偏差。

2.3 基于家校空间强化文化熏染
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文化自信，需要学校、家长和学生

一起，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培养模式，发挥文化感染作用，

重视艺术专业课程和文化课程的学习，才能培养出健康的文

化自信，对学生未来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4]。首先，学校

要突出学生在教育中的关键地位，加强校风校纪建设，陶冶

学生性情，提升学生素质；丰富校园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

校园文化氛围，引导学生在文化的熏陶中自觉去学习。其次，

教师应充分发挥积极主动性，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自

信；引领学生在课堂中积极主动参与对文化的阐述和讨论，

激发大学生文化热情；在日常言行中自觉践行文化知识，与

学生平等对话，加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心。最后，要营造良好

的家庭文化环境。家长要在日常生活中对大学生进行道德、

礼仪、做人等传统美德的教导，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认同。

2.4 基于当前现状完善培养体系
对于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养，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的

成长和发展，而且也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健康发展。因此，为

了保障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正确方向，需要从培养理念、培养

方法、培养内容、培养团队等多方面构建完善的大学生文化

自信体系 [5]。

2.4.1 切实改善文化自信的培养方法
大学课堂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战场，也是培养文

化信任的主渠道，但传统课堂教学受到时间、空间和人数的

限制。从形式和内容上将在线教育与传统课堂教学相结合，

拓宽和加强学生对文化培养内容的兴趣。可以将大学生文化

自信教育的内容转移到网络平台，比如教师可以在课堂讲授

中讲解红色革命文化，网络平台可以提供相关视频文件，将

这些相关课程资料上传到网络平台上，学生在上课前可以充

分了解课程内容，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同时，在传统课堂学

习之后，在线课堂培训可以作为补充。教师的课件、课程相

关的练习和测试可通过网络平台对学生的课前和课后情况

进行适当的监督，教师可以对存在问题较多的话题进行适当

的在线辅导，也可以通过录制短视频来丰富传统课堂教学的

内容，弥补传统课堂教学的时间限制。在课程结束后，学生

可以自由讨论，如有问题可向教师提问，教师对于学生的问

题进行针对性的回答 [6]。

2.4.2 切实丰富文化自信的培养内容
在文化自信的培养上，激发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并通

过大学生们乐于接受的方式表现出来，让他们能够深入了解

传统文化，切实提升文化自信心 [7]。当前，在国家层面，已

对百部中华文化经典进行重编，并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

展现出来，如“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

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国家宝藏”等弘扬传统文化的

节目，以振兴经典，保持经典的生命力。这种以学术追求为

基础，嫁接现代生活元素的方式，拉近人们与经典的距离。

让年轻有活力的教师学习，让经典化繁为简，并形成适合自

己的教学风格，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留住学生，走进学生

心中。

在先进文化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先进文化的影响，强

化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观念，增加核心价值观影响力，巩固核

心价值观凝聚力。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主导地位。我们要引导现代大学生科学理性地看待社会主

义，防止大学生歪曲和诽谤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过时的

现象出现，切实改变社会主义在学科建设中“失语”、在教

材编纂中“缺席”、在座谈会上“失声”的局面，要通过积

极的努力，让社会主义成为时代最强音。其次，要引导大学

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让现代大学生认识到

我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能够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是能够

最终实现中国梦的社会主义 [8]。最后，要提升新时代集体主

义的价值，要引导大学生明确坚持国家和社会利益高于个人

利益的集体主义原则，有效地进行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为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2.4.3 切实打造文化自信的专业团队
当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最重

要、最基本的任务，作为打造文化自信的实施者来说，教师

肩负着十分重要的时代责任，是高校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一方面，构建培养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教师资格准入制度，

是建设大学生文化信任专业培训队伍的前提。学校必须根据

文化自信内容的特点、大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希望达到的教育

目标，对教师的学历背景、教学经验和专业知识等进行制定

并严格执行。培养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必要性是培养大学生文

化自信、从源头上保证师资质量、提高教学效果的过程。另

一方面，构建教师保障机制，满足教师合理需求。一是完善

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训班资助机制。学校拨付专项资金用于大

学生文化自信培训班，纳入预算，用于专项教师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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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师生红色革命实地考察或名人基地和故居考察。二是

确保教师经费和教师工资稳定增长，优先考虑优秀教师，并

建立教师荣誉制度。三是不断营造更好的教育环境，让教师

全身心投入教育科研工作。

3 文化自信作用于高职院校艺术生的思政教育

立足于艺术生的特点开展基于思政视域的文化自信培

养，才能让文化自信更有效地作用于高职院校艺术生的思政

教育。鉴于高职阶段艺术生的特殊性，可以从筑牢意识形态、

延展思政教育范畴、达成培根铸魂这几个方面发挥文化自信

对高职艺术生思政教育的作用，在外来文化蜂拥、网络文化

强势的当下筑牢大学生的文化根基。

3.1 筑牢意识形态
文化意识形态是维持一个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思想基础，

在当前和平与发展为主体的国际背景下，由于思想意识形态

的不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文化输入的方式来对中国进行

长期的和平演变，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电影、

电视剧、名校效应等方法，不断地将所谓“自由、和平”的

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到国内，与传统中华民族文化产生剧烈的

碰撞，对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 [9]。而大学生

群体正处于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特别是高职类院校的艺

术生，具有专业性强但文化基础薄弱、个性鲜明但集体意识

不强、思想活跃但理想信念意识薄弱、情感丰富但组织纪律

性不高等特点，非常容易受到一些负面信息的影响。因此，

在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下提高这些艺术生的文化自

信心，能够增强他们对中国主流文化的信心，能够有效提升

高职类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保障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

主导地位。

3.2 延展思政教育范畴
当前，中国教育系统十分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和文化自信的培养，不仅在各级院校中提倡并践行，而且还

将传统文化以“孔子学院”“一带一路”以及城市文化交流

等方式输出至国外，不仅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

的影响力，也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心。但在

当前的高校尤其是一些高职类院校的艺术学院中，普遍存在

理论内容和教学方式单一的情况。因此，加强文化教育和心

理教育的结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包括艺术生在内的

大学生思政教育和文化自信的研究。

3.3 达成培根铸魂
在中国高校中，对于大学生文化的培养主要是提升科

学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使其在毕业后能够成为社会主

义接班人。把思政教育体系与文化自信相结合，不但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丰富思政教育理论体系，还能在当前高校思政教

育的理论中增加时代元素，并且以文化为媒介来培养大学生

的文化自信，能够使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逐渐产生强烈的

认同感，进而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对

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有很大帮助 [10]。而且，校

园文化在文化熏陶、正确价值观的塑造、健全人格的培养、

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等方面，具有对大学生进行潜移默

化的功能。当前，各级高校尤其是艺术类院校都十分注重对

大学生全方位人格的培养，校园文化精神、文化态度以及文

化能力的培养，极大地扭转了当前艺术类大学生重艺术轻文

化的情况。综上，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

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生命力的坚定信念。

作为未来社会栋梁的大学生群体，如何在社会主义思想政治

教育环境下坚定自身的文化自信心，紧跟国家文化自信培养

政策和学校文化自信的培养方向，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论文在明确文化自信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的现实问题的基

础上，充分发挥文化自信对高职院校艺术生的思政教育作 

用 [11-13]。以此，引导思想尚不成熟的高职院校艺术生的价值

观、人生观，筑牢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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