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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演进,各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也越来越多呈现融合与发展态势。从积极的

方面来看,文化多元化让世界变得丰富多彩,推动各国文明交流互鉴,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更多了解

中国。从消极方面来看,西方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裹挟诸如普世价值观、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泥沙俱下,

对我国青年群体带来了严重不良影响。在当前文化多元化背景下,高校作为培育民族复兴伟业加班人的

主阵地,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理解包容多元文化基础

上,坚定文化自信,树牢核心价值观。本文深度分析了文化多元化背景下高校思政教学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原则与导向以及存在的困难、问题,并从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方法,强化教育培训三个等方面探

讨了高校思政教学改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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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cultures and values of various 

countries are increasingly showing a trend of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a positive perspective, cultural 

diversity has made the world richer and more colorful, promoting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of various countries, allowing China to enter the world, and also allowing the world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From a negative perspective, Western values and ideologies have been intertwined with 

negative ideas such as universal values and hedonism, which have had a serious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youth population.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cultural diversity, universities, as the main battlefield for cultivating 

overtime workers for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must fully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s, further strength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establish core values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and accommodating diverse cultures.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rinciples and guidance,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faced b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diversity. 

It also explores reform strategi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from three aspects: 

updating educational concepts,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Reform strategy; Multiculturalism 

 

引言 

当前,全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外部看,在经济全

球化背景下,各国信息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文化多元化趋势愈

发凸显。同时美西方国家在隐蔽战线的文化输出与意识侵蚀也

从未停止,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的渗透和围堵变本加

厉。从内部看,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思想更加丰富多元,主流价

值观念受到更多冲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风气长期存

在。内外部的大环境,对思想活跃度较高的大学生群体来说,产

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这一大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也面

临着机遇与挑战,同时困难与问题也更加凸显,如何在文化多元

化环境下,进一步守正创新,在坚守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主流价值

观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兼收并蓄,将多元文化转化为新时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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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育的丰富内涵,创新思政教学方式方法,已成为高校思政教

育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研究本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积极的实践价值。 

1 文化多元化为高校思政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多元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构筑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空间,虽

然绚丽多姿,但也裹挟不少泥沙,为高校思政教育带来了机遇,

更带来了诸多挑战。 

1.1文化多元化为高校思政教育带来的机遇 

交流让文化存续,交融让文化发展。思政教育是思想和灵魂

的教育,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多元化对于高校思政教育有着

积极影响。一是拓展了思政教育范围。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社会制度、治国理政的经

验做法等,都可以成为高校思政教育的新鲜元素,其中既包括正

面积极的东西,也包含国外一些经验教训,比如新冠疫情期间,

通过对比中外疫情防控的做法与成绩,可充分彰显我国社会制

度的优越性。二是拓展思政教育方式方法。多元文化背景下,

有利于高效了解更多国外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方法,有助于拓

宽思政教育视野,并尝试和探索更多开放式、交互式思政教育活

动,比如翻转式教学、混合式教学、分组讨论等,提升思政教育

教学工作实效。三是拓宽大学生文化视野。文化多元化背景下,

有助于高校大学生更多了解国外优秀文化,增长国际视野,提升

自我认知能力。 

1.2文化多元化对高效思政教育的挑战 

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虽然有助于引进吸收外部优秀文

化成果和制度机制经验,但也不可避免的夹杂一些糟粕,国外一

些消极、腐朽的文化观念对思想活跃的大学生群体来说,难免造

成一定影响,对于思政教学工作也增加了额外的难度。首先,国

外普世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奢靡之

风等,对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还没有形成的大学生造成了

一定冲击,不利于其良好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其次,国外不

良文化观念对于高校思政教育来说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思政工

作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旗帜鲜明批判反对外国腐朽观念,这就

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一定的多元文化素养,毕竟更好地了解才

能反对和批判。同时,也要求教师不断更新教学概念、改进教学

方式,增强学生课堂参与,以更好适应文化多元化背景需要。 

2 文化多元化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教学工作的原则

与导向 

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教学工作要坚持以我为主、

守正创新,既坚持原则,又开放包容,既坚持国内多年来经验做

法,又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成熟和先进成果,实现统筹协调、一体

部署推进。 

2.1思政教育教学更具开放性 

当今世界是开放和发展的世界,促进各国文化交往交流交

融,是全球各主要国家共同主题。 

在目前我国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不仅影响学生,对

于思政教育教学工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我们不仅要站稳民族

立场,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进核心价值观,也要拥抱世

界,不能搞关门主义、闭门造车,一味排斥和批判外来文化,要更

加开放包容,通过不断创新思政教育理念、模式和方法,融合多

元文化,提升思政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际效果。 

2.2思政教育教学要坚持辩证和统一 

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外来文化具有两面性,精华与糟粕

共存,因此我们也要坚持辩证统一的观念去看待,既要坚持包容

并蓄,充分学习和借鉴国外文化中积极向上、有价值内涵的部分,

并与我国思政教育工作实际相结合,进行中国化改造；同时,也

要坚持用批判观点看待国外文化和制度机制,对其中的不良文

化和价值观念,要旗帜鲜明反对和批判,教育引导广大大学生坚

守本心,坚持社会核心价值观,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正

确价值观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2.3意识形态任务更加艰巨 

文化多元背景下,西方不良文化价值观念泥沙俱下,一些腐

朽、功利文化与价值观念对高校青年群体带来了不良影响,个别

学生深受其害。同时,美西方国家在隐蔽战线的文化输出与意识

侵蚀也从未停止,而且渗透方式更加隐蔽。对于高校思政教育工

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意识形态领域任务更加艰巨。高校要充

分利用思想政治教学这个重要平台载体,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

渠道作用,融入意识形态教学内容,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方法,

推动思政知识教学向培树价值观念转变,向规范行为方式转变,

真正让课堂“活”起来,学生“参与”进来,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3 文化多元化背景下高校思政教学中存在的困难与

问题 

3.1教学观念思维陈旧,不适合多元文化发展需求 

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教师教学理念思维要坚持与时俱进,传

统的按部就班,按书本章节讲知识点的方法,已经不适合新时代

高校思政教学需要。但目前不少教师依然因循守旧,理念模式陈

旧,更多采取填鸭式、单向灌输式教学,压抑了学生自主性,学生

课堂参与度较低,教学效果不好。 

3.2教学内容方法单调,对学生吸引力不足 

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思政教学内容也要紧跟时代发展,不断

丰富完善,特别是针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紧贴学生实际,有针

对性引入一些课本之外内容,拓展提升思政教学效果。但不少教

师与实际联系不足,内容单一,学生兴趣不足。在教学模式方法

上,也相对保守,信息化手段应用不够,课堂开放性不足,对学生

吸引力不足。无法更好调动学生积极性。课程思政应用不足,

特别是理工化工类教师,政治理论相比于专科老师不够扎实,同

时化工课程由于其自身特点,富含思政元素较少,不易开展课程

思政,课堂上强行插入思政内容,不仅突兀,而且效果不好。 

3.3教师素质能力不优,有针对性应对不足 

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对教师综合素质同样提出了更高要求。

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政治理论功底,也要具备丰富的人文常

识,对于国外文化、体制、制度、重大时事等也要有一定了解。

还要具备一定新媒体课程开发能力,目前不少教师还不具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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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综合素质。此外,对于多元文化思潮对于高校学生思想冲击,

思政教学缺乏有针对性引导措施,应对不足。 

4 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高校思政教学改革策略与

方法 

国家领导人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文化多元

化背景下,高校思政教学要进一步推动教学改革步伐,不断更新

教学理念、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 

4.1更新教育理念,将多元文化融入思政教学 

文化多元化背景下,高校思政教学要始终坚持要敢于突破

陈规,将多元文化融入思政教学中,丰富教学内容,拓宽教学视

野。首先,要始终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践行其观

点、立场和方法不动摇。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决

不能让外来文化喧宾夺主。其次,要坚持守正创新,用发展眼光

看待外来文化,主动接触和了解外来文化,秉承批判和审慎的态

度,推动多元文化与中国国情、与中华传统文化、与大学生实际

紧密结合,在此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融入到思政教学中,

确保多元文化在思政教学中发挥积极、正向引导作用。最后,

要依托思政教育,做好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把握青年

意识形态话语主动权。 

4.2创新教学方法,强化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高校学生作为思想最为活跃的社会主体之一,文化多元化

背景下,思政教学工作要占领主阵地,充分发挥教育教学效果,

就必须尊重其主体意识,尊重青年群体的表达和行为方式,采取

有效方式教育引导。一是强化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坚持以学

生为中心,营造教学情境氛围,打造更多的互动型、研讨式教学

模式,将课堂的主动权还给学生。通过引入国内外典型案例对比,

比如以甘肃积石山地震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基层党员干部的

担当作为、人民子弟兵的冲锋在前与美国夏威夷大火政府无人

问津、日本能登地震救援的拖延散漫形成强烈对比,彰显中国共

产党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在润物无声中实现思政教育。二是充

分利用互联网渠道。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渠道和空间,用好校园网

站、微信公众号、中国大学生慕课、抖音、快手等平台载体,

打造一批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的多元文

化思政教学资源,促进线上线下思政教育形成强大合力。三是强

化课程思政的运用。充分发掘专业教学的思政教育元素,以润物

无声方式呈现出来,对于强化理工科学生立德树人教育具有良

好效果。比如化工专业课程教学中,进一步加大课程思政元素挖

掘和提炼,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创新创业、职

业道德等方面内容,培育学生科技报国、使命担当、爱岗敬业、

工匠精神等,建立良好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4.3强化教育培训,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多元文化背景下,对于教师队伍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首

先,要加强教师队伍政治建设。进一步强化教师在“为谁培养人

才、培养什么人才、怎么培养人才”这个核心问题的理解和认

识,立志做教书育人的“大先生”,坚持先立德、再树人。要坚

持把培育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放在首

位,努力培育学生社会责任感、集体荣誉感与家国使命感。其次,

要加强教师队伍业务素质建设。围绕政治理论、传统文化、宏

观政策、课标解读、教材分析、教学技巧、资源开发、课程思

政、国外文化与政治制度等方面内容,采用专家讲座、工坊研学、

基地实践、案例研讨等多种形式开展业务培育,着力提升教师队

伍综合素质和教学水平。最后,要围绕理工化工类教师,开展政

治理论、思政元素挖掘、课程思政设计、混合式教学等方面开

展专题业务培训,提高专业课教师思政教学能力。 

5 结语 

文化多元化背景下,高校思政教学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必

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总目标,坚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更新教育理念,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

法,将多元文化融入到思政教学工作中,充分发挥其正面价值和

作用,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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