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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中，文化自信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中国十九大报告当中，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所

谓文化软实力，指的就是要充分发挥出文化的力量，通过文

化来不断提高自身，并且影响他人。而且习近平总书记也曾

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着

极其重要的联系。坚定文化自信和提高文化软实力，分别从

内在和外在两方面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兴盛。

所谓文化自信指的就是对文化的一种信念和信心，是

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对自己民族理想的认可，对传统文化价

值的肯定，也是对民族文化生命力和民族发展的信心。当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逐渐步入新时代，在当前时代，中国

文化自信来源于 5000年的传统优秀文化 [1]。中国的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传统的优秀文化共同为中国的文化

自信提供了坚定的力量。文化自信也逐渐成为当前中国发展

过程当中最基本和最强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取得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人民逐渐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从

富起来到强大起来，这些都离不开中国的文化自信。

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任何一个

民族的文化都存在曾经、现在和未来。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

统文化自然也不例外，传统文化是先辈们传承和保留下来的

珍贵精神财富，也是 5000年来人们智慧的结晶 [2]。经过数

千年的发展和积淀，使中国拥有了非常灿烂的文化，这也是

当前时期中国坚定文化自信的底蕴。中国优秀传统是当前中

华文化自信的基础和源头，同时也是构成中国文化自信的

主体命脉。文化自信首先需要正确理解和对待自己的文化，

也就是说要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保持应有的

自豪和态度，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有着坚定而执着的信

心。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整个民族发展的基础，中国古代有伟

大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这些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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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有效提高中国的文化自信。除此之外，新时代的文化自信

同时也是对革命文化的自信，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无数次抵御其他国家的侵略，能够

充分体现出中国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现实，也体现出了革命精

神的独特文化形态 [3]。而革命文化当中主要包括共产主义的

精神形态和社会主义的精神形态等，充分突出中国共产党的

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也能够充分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和

军队的革命风范。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一脉相承，同时与精

神文明内涵也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集人民性、时代性和科

学性为一体。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实事求是、不怕困难、

敢于牺牲等都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特点。

首先，文化自信能够推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想要进

一步使中国文化软实力得到有效提升，就必须要加强中国文

化自信 [4]。加强文化自信能够使文化盲目自大和妄自菲薄两

个极端倾向得到有效缓解。想要坚持文化自信就必须要对中

国民族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同时还需要对外来文化有

一定的掌握。文化自信需要对当前中国民族文化有清醒的认

识，才能够理解文化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把

控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更好地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

题，通过提高文化软实力，也能够使中国文化自信得到进一

步提升。同时文化自信也是文化软实力建设当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

想要有效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需要中国广大人民群

众和决策者对文化软实力有明确的认识，了解文化软实力，

对于提升中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性。当今全球一体化发展迅

速，国家和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凸显。因此，中国文

化需要不断发展，不断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只有这样才

能够有效提高国家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

力。除此之外，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能够有效增强文化自信。

对于中国的民族文化和外来的思想文化，需要适当采用辩证

的思维进行分析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中国传统文化更

好地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更好的融

合，运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是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时

代性得到更好的体现。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分析和了解，能够

不断吸取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使中国文化得到更好的提

升 [5]。当前人们需要了解民族文化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

性，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得到显著提升的同时，也要做好

文化安全本身的维护，这些都能够使中国文化软实力得到有

效提升。对于中国民族文化当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需要及时

发现和弥补，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民族文化得到不断的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根本来源，也是综

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能够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和

精神生活逐渐丰富多彩，也能够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自尊

心、自信心、自觉性和综合文化素质。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

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有很多值得

我们弘扬和传承的精华。但是由于当前时代的发展，中国

传统文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中包含很多的消极因素，

有些自身的缺点与不足，也有很多与当前时代发展相违背之

处。因此，在面对传统文化时，我们要做到取精华去糟粕。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当中一直用优秀二字来形容中华传统

文化，他认为我们需要实现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

转化 [6]。想要做到这两点，首先需要清楚的分辨何为精华，

何为糟粕，只有这样才能够将传统文化与当前时代更好的

融合，才能够更好地推动当前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建设，

提出更多的新理念和新观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

史，能够传承至今，说明其自身承载着中华人民的精神追

求，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一种文化想要代表整个时代的

风貌，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就需要不断激发时代活力。想

要是传统文化，在当前社会市场经济当中释放出新的生机和

活力，就需要将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人民的基础教育和启蒙教

育，并且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加强中华人民对传统文化的了

解和认识，还可以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当前人们的日常生活

相联系，让人们逐渐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

重要内容，因此需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1917

年的十月革命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此时中国正在进行

新文化运动，正是中国人对自身文化轻视、否定和怀疑的重

要时期，而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华人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也让中华人民看到了中华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希望，所以马克

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根本，只有坚定不移

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才能够使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发

展和进步。在 1940年，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后

来毛泽东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邓小平认

为，我们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也需要建设高度

的精神文明。从传统的民族科学，大众文化到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方针，再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中华文化的创新和

发展，中国各个时代的共产党领导集体都在不断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进行改革和创新，不仅做到了与时俱进，同时

也做到了推陈出新，不断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7]。

总体而言，中华民族想要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

需要加强对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视。只有坚定文化自

（下转第 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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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所示，传统教学法后 37%的中上水平学生（≥

基本符合的人数占比）表示会主动参与课堂活动，POA产

出导向法后 54%的学生表示会主动参与；传统教学法后

46%的学生表示课后会自主学习英语，POA产出导向法后

71%的学生表示会自主学习；传统教学法后 51%的学生表

示喜欢英语课，POA产出导向法后 85%的中上水平学生表

示喜欢英语课。

如表 1所示，在提前完成预习方面，POA教学法后学

生占比从 33%提到 65%，几乎翻倍，这跟我们 POA产出导

向教学法密切相关，因为 POA要求在课前通过网络平台课

前线上知识输入，运用驱动任务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教

师会提前布置一些自学小任务，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及独立

思考能力，这样学生在课堂在线下完成多个子目标的输出，

这是有学生为主体的课堂，大部分大学生会因为课堂压力会

提前完成预习任务。在第二项课堂参与部分两个表格都显示

POA教学法后占比提升一些，但不显著，尤其整体学生主

动参与人数不高，笔者认为这跟学生性格和英语学习焦虑相

关，中国学生大多比较腼腆不太敢于自课堂表现，尤其非英

语专业还存在英语学习焦虑，不敢开口。第三第四项 POA

教学法后≥基本符合的人数有所增加，在表 2（英语基础中

上学生）当中尤其明显，这说明 POA教学法对有一定英语

基础的学生效果尤其明显，学生课后自主学习频率增加，也

更加喜爱 POA产出导向教学法的课堂，学生整体英语自主

学习态度得到改善。

POA产出导向法对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态度有所改善，

尤其是在课前驱动任务时，能驱动学生课前输入，课堂参与

度也更好，尤其课后自主学习态度改善，因为在课堂输出环

节创造“学习饥饿感”，让学生更有热情自主学习。当然，

教师如何把控 POA教学法的实施非常重要，如何设计课前

驱动任务，如何在学生产出过程中给予合适的评价同样非常

重要，这都需要教师在不断学习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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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提高文化软实力，才能够使中华文化迎来新的辉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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