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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担当

阚亚薇∷双传学"
(l河 海大学 马克思主 丈

==肓
△ 1∶  js:」 新华 日报社 办公室 ,南 京 21OO92)

【文献标识码】 \  【r㈠ ∶彐

【摘 要】 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具芎高芰乏合哇 文 -△ 文

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 多元化的叶∴
^亥

高咬 ::jt吉 大育

新时代
“
因时而进 .因 势而争

`切
宾担 云之手

=△
o子 高弋 :

【关键词】 高校思想玫治敛育 :文 -左 ≡∶文
=三

:专 之文 -;

【中图分类号】 CⅡ ∶l 【文章缤号】

艮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 了丰富的资源。面

钅肯文亿发展的重要载体 ,理 应在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t丈 治麸育的文化担 当。

文 t室 i

丈孛t夸 士主 :双 侍学(l"T ),男 ,江 苏仪征

雨

-、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担当的内容旨归

(一 )从树人 目标的层面看 ,高 校思想政治教

育担负着引领导向的价值担 当

以德育人 ,立 德树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旨归 ,换 而言之 ,思 想政治教育即是将一定社会的

道德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体系内化为个体的思想

道德素质和政治素质的价值转换过程 ,具 有明显

的价值导向和价值整合功能 [s]。 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作为一个重要载体 ,通 过运用先进文化、主流意

识形态对人进行教育、引导。从根本上说 ,思 想政

治教育就是要用正确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对社会成

员进行规范规约 ,使 其思想行为符合社会文化的

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导向功能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第一 .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大学

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确 立人生的发展方向。

第二 ,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养成成

熟的心理品质、高度的政治 自觉性和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与价值观 ,从而使他们塑造完善的人格

体系。第三 ,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行为规

范的调控。

(二 )从历史传承的角度看 ,高 校思想政治教

育承载着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 磊二乏

人 .新 上 日报t竟 委 =

毋庸置疑 .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文化性

的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持定的文化现象 ,它 具

有与文化同贡相生的属性。无论关于文化的界定

有多少种 ,但 学界基本遵循的一个共识就是
“
文化

即人化
”
,可 以说文化的本质就在于

“
人化

”
。而思

想政治教育以特定文化成果的传递、传播、践行等

为基本载体 ,以个体由
“
自然人

”“
生物人

”
向

“
社会

人"政治人
”“

文化人
”
的发展为基本取向 ,是

“
文

化化人
”
现象的特殊表现形式 L1J。 可以说 ,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 目标、教

育内容等等都深受文化的影响 ,具有文化的印记。

基于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之间天然的、无法割舍

的关系 ,一 方面它 自始至终存在于一定的文化谱

系之中 ;另 一方面它的价值理想也体现了文化的

内在精神和价值理想 ,其具体内容也反映了某种

文化类型所要求的人伦规范。离开了文化的路向

和谱系 ,思 想政治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 L2]。 新时

`文
化发展问题 日益紧迫 ,思 想政治教育作为高

∷

i文 化发展的重要载体 ,理应承担起相应的文化

贾仨与文化担当 ,这 旨在揭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e∶ 等与发展立当实现的文化内涵拓展和建设 ,体

夏
=仗

发展要求的文化价值 目标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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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天地

德国学者施密特指出 ,“ 应当在全球泛滥的伪

文化压力面前捍卫 自己的文化特性 ,高 校应该成

为这方面的主要源泉——不要把本民族的伟大文

化成就和价值传承抛进受忽略的角落
”二,1。 任何

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 ,都 是在既有文化的基础上

进行传承创新的 ,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基础 ,如 果

抛弃传统 ,文化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
文化虽

然永远在不断变化之中 ,但 是事实上却没有任何

一个 民族可 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

始。
”「3]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是 中华 民族

的血脉 ,为 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着强大的精神动

力和丰富的文化养料。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

(三 )从重要载体的维度看 ,高 校思想政治教

育蕴含 了文化 自觉的现实关切

“
文化 自觉

”
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

文化有
“
自知之明

”
,文 化 自觉的构建说到底是意

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 ,作 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无疑是培养文化 自觉的关键。

首先 ,思 想政治教育为文化 自觉的发展提供思想

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是文化发展传承的基本形式

之一 ,具有文化存储和积淀的内蕴和功能。通过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能 够使文化 自觉变成普遍认

同的原则 ,真正深人人心 ,外 化于行。其次 ,思 想

政治教育为文化 自觉的培育提供实践经验。文化

自觉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力量 ,它 要主动担当文化

建设的历史责任 ,必 须要通过实践转化为改造世

界的物质力量。实践主体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 ,

通过从事社会实践活动 ,形 成对文化世界的认知 ,

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相结合 ,理解并内化为 自身的素质 ,从 而更好

发挥实践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增强改

造 自然、改造社会的自觉性 ,为 文化 自觉的培育提

供实践保障
16]。 最后 ,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齐

化发展的重要载体 ,不 仅具有传承文化的作用 ,还

具有批判文化、审视文化、选择文化的作用 ,最重

要的就是创新文化的使命。无论是传承、批判、审

视、选择还是创新文化 ,这都离不开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对大学生理性思维的培育。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担当的现状探晟

(一 )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养分汲取虚弱化

高等教育景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文化传承 ,

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使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具有往持 洼·飞寸思想政治教育汲取文化

养分具有有益的清筌洼:但 当今社会 ,中 华优秀

传统文化面临着外耒文 亿Ⅱ强烈冲击 ,而 且中西

方文化因其价值砚差异·二
=在

青明显的价值冲

突。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买
=主

义、利己主义思

想充斥校园 .精 神荒漠 忆、道 荇△ I卩 缺失乱象丛

生 ,反 观中华传统的
¨
明僖修身

¨
天下 勾公

”
等文

化精髓却被诸多大学生听漠il ∶这
=Ej文

化形

势之下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匕逼逞下≡甚至拒

斥 ,这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芎文∷匕÷ 厚
=Ⅰ

汞 与

传承来说 ,存在断裂的现代眭
`△

∶工∴·≡t西

方文化话语的迅速扩散、高级包装 、≡ fz≡ 乏≡爰

况 ,中 国本土化的传统文化面 l缶 失:E∶ 吾爰 :言

校思想政治教育从中国本土化的传乏干:△飞录

养分、扩大认同的难度与 日俱增 :

(二 )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主态主扌̀曼 ÷ -

21世纪 ,多 元思想文化的交流交乏交走呈元

出愈来愈显著的文化生态特征 ,戒 卡≡t天
=-^【

育创新发展的精神文化场域 :改 堇=文 '∶
天·=

国社会文化经历前所未有的复杂演Ι·多元多畦

的文化在各 自占据的文化
Ⅱ
生态仨

¨
二 F∶ 三

=≡
三

嵌 ,构 成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 ,呈 元△专之艾忆可

现代文化的激荡、主流文化和二文∷匕
=交

王、卞土

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渗透的多亏 文∷匕:∶ ≡Ξ
=E存

在 ,它 内含多重矛盾和冲突: ∶≡t=△ 致育的

多元文化样态相互交错生文
=元

亨弓芎亨、夫衡

与平衡、强势与弱势、冲突与交廴、j参 透与反渗透

等文化态势 ,呈 现出动 :二 t、 夏杂△、多样性和交

叉性 ,形 成了传统文化与元∫i∶

文≡弓△存、精英文化

与大众文化共生 、主:乏 文忆与主主流文化共荣、异

质文化与本土文 {匕 共乏、主以文化与现实文化共

建、先进文化与落≡文化 i中 突等现象。如此纷繁

复杂的文化生态对弓忠政治教育提出了挑战。

(三 )高 校思怎玫治教育文化 自觉塑造乏力化

在经济全球化、网络信 v自、化、文化多元化的今

天 .高 校髫、想政治教育文化 自觉面临着多方面的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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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致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 自觉呈现乏力

化状态。首先 ,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多元化对社

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挑战。社会转型时期

的大变革、大调整 ,打 破 了原有文化的
“
坚冰

”
状

态 ,推 动了文化的转型和变迁 ,引 发了文化形态和

社会价值体系的深层变革 ,衍 生了许多新的文化

形态。其次 ,市 场经济的物化意识对传统价值观

念的挑战。异化和物化现象 ,这 种现代 E业 文明

的副产物 ,严重消解人的主体性 .不 利于人的全

面、自由发展 ,与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格格不

入。同时 ,它 是腐败、堕落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思想

根源 ,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健隶、持续发展。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担当的路径选择
(一 )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师生头脑

当前 ,我 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正呈现
“
一元

主导、多元并存
”
的态势 :而思想文化越是多元

化 ,就越需要发挥科学理论的导向作用。第一 ,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师生头

脑 ,有 助于应对多种社会思潮的交锋 ,增 强意识形

态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有 助于引导大学生

正确认识新时代的时代要求和时代使命。第二 ,

大学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接受群体 ,

他们具有良好的文化底蕴和知识素养 .在 思想政

治理论课中融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有 助于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hk果 在大学生中

的大众化、普及化、实践化 ,增 强大学生 付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认同、政治

认同、情感认同[9J。 第
=,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师生头脑 ,有 助于落实高校

立德树人的任务。实现立德树人 ,就 需要一个强

有力的价值体系的指引 ,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最具凝聚力、塑造力和

引领力的价值体系 ,推 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会 主义思想这一主流意识形态深度融人高校思

丈误 ,有 助于大学生实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辶思想人脑人心 ,增 强 中国特色社会 主 义

=△
专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

神标识。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深度融合 ,需要认真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

容再挖掘、形式再创新、教育再加强。内容再挖掘

就是要根据时代特点和时代要求 ,对 传统文化进

行筛选打磨 ,去粗取精 ,把最富民族特色、跨越国

界、历经时代锤炼而经久不衰的文化基因挖掘出

来 ,赋 予其时代价值 ,使 之与现代文化发展相适

应。形式再创新就是要构建传统文化的当代话语

表达方式 ,让不同层次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

传统文化 ,体悟传统文化 ,认 同传统文化。教育再

加强就是说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要与教育教学规

律结合起来 ,要 与学生的成长规律结合起来 ,注 重

因人施教 ,注重教育的层次性和循序性。要广泛

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教育 ,引 导学生

掌握正确的价值理念 ,形成远大的理想信念。

(三 )引 导青年一代 自觉涵养文化意识与坚定

文化 自信

文化意识在这里是一个复合结构 ,它 包括文

化认知、文化反思和文化认同。文化认知要求大

学生群体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一个全面

的、深刻的理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通过通

识教育课程 ,使大学生由感性认识转化为理性认

识 ,但需要明确的是 ,高 校在开设文化通识教育课

程时要采取寓教于乐 ,多 元互动的教学方式 ,通 过

体验式教学、反转教学、新媒体手段参与等多种教

学形式 .激 发学生参与文化学习的积极性和互动

性 :大学生的文化反思问题 ,主 要表现在对文化

理解深度不够、责任感不强。为此 ,高 校思想政治

教育应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培养大学生的自主批判

意识的提升上。思政课教师应通过引导和启发 .

教会学生在全面认知本国文化并对发展规律把握

的基础上 ,与 他国文化进行客观的比较 ,给 自身文

化以正确的定位 ,从而推进 自身文化更好的发展 :

文化认同不仅是追求文化认同度的问题 ,更 是要

深化认同的层次。这不仅要求大学生要意识到了

解、熟悉本国文化是作为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

而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本国文化 ,内 在 自发地去

了解 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 ,关注文化的历史、现状

和未来 ,在对 自身文化了解的基础上增强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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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成 为民族崛起

的担当者[llJ。 更是要站在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来

看待中国与世界的文明 ,最 终实现
“
和而不同

”
的

多元共生的美好世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担负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

引导大学生涵养坚定而充沛的文化自信t习 近平

总书记强调的文化 自信 .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文化 自信 ,它 是承于古而强于今的 :中 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文化 自信既包括对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

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白信 .世 包括对党

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的 白信 ,也 包

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围绕文化 自信而展开的教育 ,既 要指向过去 ,也

要面向未来。要阐释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发展脉络 ,要 引导大学生理性讠丿、识当ft中 国文

化发展的现状 ,认 识到青年一代胄负的文化责任

与使命 ,增 进担当精神与担当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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