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6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6 期·2020 年 06 月

1 引言

在网络化时代背景下，诸多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知之甚少，

在大量涌进的外来文化面前呈现出对中华文化的妄自菲薄，

甚至会受反华势力的洗脑和挑唆，从而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一方面，西方学者有的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出发，轻视甚至

贬低中国文化，有的却捧杀中国文化，提出所谓“中国文化

威胁论”，都不能让大学生客观全面的认识中华文化。另一

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大师生座谈时，提到“我们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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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自信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因此通过高等教育让大学生了解、认识中华文化，最终产生对中华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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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引起多数学生的重视。而高校艺术公共课因素材丰富、形式多样，运用以情感人、以情动人的方法，深受学生欢迎。因
此，将文化自信理念融入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通过系统的、潜移默化的授课，让学生在拓展视野的同时领悟中华文化的精髓。
公共课的开展也有利于创造良好的文化自信校园文化，借以消除青年大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自卑”及“文化自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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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

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习近平新时代文化自信思想立足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的内在需求，通过高等教育让大学生了解、认识中华文化，

最终产生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成为各大高校的时代任务。

2 高校艺术公共教育相较于传统思政课在提升

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中的优势作用

“文化自信”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

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信任与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

信念，是对自身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肯定与坚持。一方面，

在如何推进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方法上，很多高校是依托于思

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学生处、辅导员或者思政教育相关部门

等的传统方式。不可否认，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高

度、教育主体的专业性、教育方式多样化等方面具有优势，

但如果不在形式上寻求创新，重灌输，忽略主体的主观需要

与情感体验，通常很难做到以情感人，容易让思想政治教育

流于形式。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大多认为大学是义务教育结

束后的新的人生阶段，在选择接受的文化上有着绝对的自由，

被高考压制已久的好奇心可能会让他们通过网络盲目的接触

各种文化，这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如果没有引导、缺

乏判断的他们很容易对外来文化产生盲目崇拜，对于中华文

化嗤之以鼻，这时候如果还硬性灌输，不仅不能实现真正的、

深层次的“文化认同”，还会让学生产生对于中华文化的厌

烦情绪，甚至是逆反心理。

而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物，是民族文化底蕴的反

映物，其传播途径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艺术教育作为美育

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正是通过以情感人、以情动人的方

法，陶冶人的情操，美化人的心灵，使人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

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全民族精神素质的提

高、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扬，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1]。

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公共艺术课程，主在引导学生在学习

实践中，通过鉴赏艺术作品、学习艺术理论，树立正确的审

美观念，同时了解和吸纳中外优秀艺术成果，理解并尊重多

元文化，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此情况下，素材丰富、

形式多样的高校艺术选修课深受学生欢迎。因此，借助公共

艺术课开展文化知识普及和教育、结合课后相关活动可以直

接影响学生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和兴趣，搭建良好的文化自

信校园氛围，使之成为文化育人工作的极佳途径，让学生在

潜移默化的文化艺术学习过程中成为中华精神和文化的传承

者和发扬者，从根本上推进文化自信。

3 高校艺术公共课对于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的

实现方法

艺术教育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主

要通过普及艺术知识、健全审美心理结构和陶冶人的情感来实

现。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培养应体现在对大学生文化

研习能力的培养、文化内化过程的训练以及文化创新能力的培

养几个方面。因此，高校艺术公共课为了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

需要审美和德育兼具，具体需要从以下四个步骤来实现。

3.1 普及艺术文化知识，拓展和深化学生对于民族文

化的认识

大学之前，更多学生了解中华文化艺术的途径是学校课

堂，到了大学，我们应将应试学习转为引导式学习，让学生

通过艺术发展史和优秀艺术作品更加系统、深入的了解中华

文化，拓展视野，实现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信不应急于求成，

应先培养学生对于文化的兴趣，优秀的艺术作品可以有效引

领学生入门。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词、国画、书法、戏曲、

园林艺术等，革命文化时期中体现的无数仁人志士以挽救民

族危亡为己任的鲜明艺术形象，还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关

于共同理想、科技兴国、创新创业的时代精神作品以及“汉

语热”“中国风”等热门现象，都可以成为教学素材。

3.2 剖析艺术作品背后的民族精神，促进和提升学生

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

艺术作品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承载着艺术家的思想、

情感、情绪和愿望等主观世界。因此，高校艺术公共课绝不

只限于作品的展示，而是要挖掘作品背后深沉的民族精神，

使之成为蕴涵着意识培养、情感价值观体系养成与导向的功

能 [2] 的超级课程。例如，帮助学生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中国传

统文化类型（如中国画、书法、中国古典建筑和园林）作品

背后所承载的“道、义、气、仁、悟、和”等中国传统文化

精神，让学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母体，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并在世界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又如，革命文化中的一系列

革命战士形象和群像，体现不畏牺牲、乐于奉献的大无畏革

命精神和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以及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让学生深刻感受到现在的生活是无数革

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教育广大青年学生牢记历史、

激发斗志、增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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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开展丰富课后艺术实践，强化学生内化民族精神

知行合一，通过艺术作品了解和认同民族文化是实现文

化自信的重要步骤，但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就需要在课

后通过艺术实践活动加以实现。首先，可以组织学生在全校

范围内开展中华文化艺术作品宣传周活动，期间开展讲座、

优秀作品展、电影播放以及竞赛活动，通过课外活动普及和

强化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其次，要求利用课余

时间多浏览和鉴赏优秀作品，并能根据艺术学的基本方法，

撰写艺术作品分析和评论。最后，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

学习中国画、书法作品创作，并结合各专业特色，引导艺术

设计、园林设计、数字媒体、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融入中国

传统文化精髓，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将中华文化纳入到

艺术创作中，并逐步将中华文化推向广大受众。

3.4 结合世界多元艺术成果，引导学生客观认识中华

文化

文化学习应要坚持“和而不同，尊重差异”的文化胸襟，

着眼于促进人类进步与文明，才能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的差异。因此，结合其他国家优秀文化和艺术作品鉴赏，让

学生了解、吸纳中外优秀艺术成果，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有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受到世界文

化的影响，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点，不断发展。与此同时，从

古至今中华文化也影响世界文化，尤其是对于东亚、东南亚

地区有着重要影响力。客观的认识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继承发扬中华文化的同时，勇于承认和吸收其他文化的精

髓，才能消除由于过分崇拜外来文化而产生和“文化自卑”

及盲目自大而产生的“文化自负”现象，实现真正的文化自信。

4 现有高校艺术公共课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革

建议

首先，高校的艺术公共课不应该是简单的音像资料堆积

的艺术欣赏课。承担此项教学任务的教师应具有发扬中华文

化的使命感，精心对课程结构进行设计，认真阅读与本课题

相关的应用理论资料，寻求中华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优秀绘

画、书法、建筑、园林、文学、影视等作品，分析和整理作

品的审美特点及背后寓意。因此，采用哪些艺术作品素材、

如何通过教师身份传达文化观点、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如何扩展第二课堂等问题，都需要结合教师自身专业特长、

学生偏好、地域文化、社会热点潮流等诸多因素开展教学，

利用有限的时间借助艺术教育最大限度提升学生对于中华文

化的认识、认同和内化。

其次，校园文化氛围的创建既要形成传统也要寻求创新。

校园文化积累的过程一个不断发展、丰富和循序渐进的过程，

简单的课堂教学并不能持续的影响学生，需要学校或学生艺术

社团定期开展文化艺术活动，形成一系列具有仪式感的传统

活动。例如，诗词创作、书法比赛、汉服文化节、民族文化

电影播放周等。另外，教育方法创新可以持续吸引学生的目光，

如在校园建筑和景观中融入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结合校园

所在地的历史人文等地域特点开展参观活动，根据不同专业

特色布置学习任务，结合社会上的文化艺术热点开展辩论赛

等方式，都可以把课下活动变为文化自信教育的第二课堂。

再次，学校应加强的师资队伍建设和制度保证。开展大

学生文化自信教育，不仅是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任务，

也包括其他各学科，尤其艺术学科教师。因此，各大高校应

文化自信教育、艺术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抓。高校

公共艺术课开展文化自信教育虽然可以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

趣味性，但理论高度还需要通过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课进行提

升，同样思想政治教育课应逐渐摒弃全部依靠抽象的概念、

理论、思想的剖析为主的授课方式 [3]，依托于譬如微电影、动漫、

网络剧等学生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开展，这样双管齐下才能

多方面提升学生文化自信。另外，加强和组织教师团队之间

的相互交流与学习，定期对全体教师开展艺术和文化教育，

让文化自信教育逐渐从艺术公共课走向其他学科的教学课堂。

最后，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对学生的思想认

识有着润物无声的影响力，尤其是依托艺术公共课开展文化

自信教育的素材丰富、形式多样，可以极大地引起学生兴趣，

再通过以情感人、潜移默化和寓教于乐才能呈现更好的教育

效果。因此，充分挖掘高校艺术公共课的隐性价值 [4]、设计

系统有深度的课程结构、网罗兼具审美和教育意义的艺术素

材、提高艺术课教师文化政治素养都是高校艺术公共课在提

升学生文化自信教育工作中需要努力挖掘和实践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彭吉象 . 艺术学概论精编本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 盖逸馨 , 田霞 . 中国梦视野下艺术教育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

析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6(5):134-136

[3] 李双 . 以文化自信促进高校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 [J].

艺术教育 ,2018(12):126-127.

[4] 刘英丽 . 艺术教育功能拓展与学生德育养成的内在逻辑 [J]. 教育

理论与实践 ,2015,35(28):48-51.

作者简介

尚子轩（1986-），女，硕士研究生，讲师，从事艺术教

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6.4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