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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新任务，新文科文化建设要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牢固树立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还需站在文化自信的立场上不断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加快我国文科话语

体系构建，进而创造转化和创新发展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讲述好中国故事。外语院校在此方面

大有可为，要努力培养更多具有家国情怀、全球战略眼光和过硬专业技术本领的复合型人才，为推动

中国更好走向世界和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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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new era, new mission and new task,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should seize new opportunities, meet new challenges, and firmly establish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slo necessary to constantly improve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liberal arts discourse system to create, transform, innovate 

and develop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ies have 

great potential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strive to cultivate more compound talents with native land emotion, 

global strategic vision and profound professional skills, so as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promoting China to 

the world and making the world better understand China. 

[Key words] new liberal arts;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Chinese stor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当代中国新文科建设是在国际国内

形势深刻变化的基础上，面对人才培养

的新背景、新需求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

改革和优化。各高校尤其是外语院校的

专业人才必须具备增强文化自信的自觉

性，一同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创新

意识的文科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创造

性地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和创

新，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国内外

人文交流能力，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向

世界传播我们独有的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

秀传统文化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来源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

高度重视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将文化

自信提到了新高度。在文化多元化发展

的当今社会，为了增强“四个自信”，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大连外国

语大学开展了许多宣传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外语人才优势，

传播好中国故事，越来越多的优秀传统

文化被应用于我校的思政教育中，并且

取得了相对不错的成效。 

1 新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

状分析 

1.1优秀的传统文化底蕴是中华民

族生存的根基 

新时代是我们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

伟大时代。在党的带领下，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努力创造新时代，我们不仅坚定

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还

不断致力于提高文化自信。面对新时代

的挑战，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和

塑造力正不断增强，越来越接近世界舞

台的中心，中国正不懈地贡献着属于我

们的中国智慧，致力于解决人类问题。在

浩浩荡荡的文化发展历程中，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始终居于主位，它是我们民族

赖以生存的根基，是我们民族发展壮大

的前提，是我们在新时代文化发展浪潮

中站稳脚跟的基石。 

1.2提高大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认

同感 

作为当前我国普通高校大学生思想

道德建设、教育的主阵地和主战场，高



现代教育论坛 
第 5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 

Modern Education Forum 

校应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全国大学生

第二课堂教育活动有机结合,不断探索

和推进“三全育人”，加强大学生思想、

政治和文化的认同感和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信心，把立德树人活动融入大学生思

想和政治理论教育、文化意义宣传教

育、社会实践活动等多个方面，这对于

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心，促进大学生

的个体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作为

外语院校中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更应该

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际传播

能力，利用人才优势，讲好中国故事。

我校聚焦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不断改革

创新，举办了许多具有文化特色的学生

实践活动，例如以“承千年精粹 颂红

色精神”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知识大赛、

“学党史·守初心”多语种讲述红色故

事等。这些活动不仅增强了学生们的文

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而且将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实践活动中，让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

中，了解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积极传

播我国传统文化；同时，这些活动也提

高了学生的实践技能和专业技能，使他

们具有良好的综合文化素质，为增强中

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奠定了实践和

思想基础。 

2 新文科背景下，发展“四维

融合”模式的专业特色育人实践 

2.1加快学科间融通，打破传统专业

壁垒 

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

对外话语体系，讲述好中国故事，展现

全面、立体、真实的中国形象，是中国

现阶段的总体战略规划。面对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构建对外传播新格局，顺应

国家发展需要，迫切需要全员、全程、

全方位育人，用战略创新思维创新专业

特色育人模式，培养更多符合国际新闻

传播需要的新型人才。当前，在新文科

背景下，高校要加快学科整合，打破传

统学科的藩篱。传统文科领域、学科的

划分，以及老旧的定性、定量研究方法

难以适应新形势下人才培养、发展和建

设的需要。 

面对思想碰撞、文化融合、技术冲

击等带来的复杂问题，打破专业壁垒、

加快学科融合刻不容缓。推行“文、史、

哲、法”一盘棋，实现“经、管、教、

艺”一张网，充分发挥各类文科专业的

特点和优势，既要服从大局，又要充分

发展各自的特色，努力发挥文科的方向

引导、价值引导和培养作用， 赋予现代

科学技术以人文关怀，实现新文科的自

我改革与创新。 

2.2“四维融合”模式下专业特色育

人探索工作的成功实践 

为积极响应国家关于推动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和发展的号召，切

实增强“四个自信”，从战略创新的视

角出发，我校在全国高校新闻学专业中

率先构建了“一流的家国情怀+一流的

国际新闻+一流的英语水平+一流的实

战能力”的“四个一流”的“三全育人”

模式。 

为进一步深化这一模式，我校提出

了新型的培养模式：以立德树人为战略

核心目标，以“坚守国家地位、精通一

门外语、增强传播能力”为核心竞争力

目标，以信息技术融合为战略加速器，

提高学习效果，并以保障机制促进各战

略要素之间的协同效用，开展“四维融

合”模式的专业特色育人实践。我校开

展了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大赛、“学党

史·守初心”用多语种讲述红色故事等

一系列以文育人的实践活动，帮助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和理想信念，为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做出应有的贡

献。我校近几年连续举办了五届大型的

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大赛等校园文化活

动，为鼓励学生参与其中，亲身感受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专门设立初赛、

决赛和各种奖项，利用“互联网+”及新

媒体作品，以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大赛和

网络思政作品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

式，向全校学生展示优秀传统文化。这

些活动为学生们搭建了一次畅想中华文

化、传承时代精神的文化平台，让学生

们在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

的优秀成果的同时，感悟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并对其继承

和发扬，激发在校学生的民族责任感以

及爱国热情，增强“四个自信”，促进中

华文化海外传播和文化走出去工作，一

同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发

扬，进而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

音、做好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人才储备工

作奠定基础。 

3 发扬“传帮带”精神，加强

国际传播，利用外语人才优势讲好

中国故事的重要性 

要发扬“传帮带”精神，加强国际

传播，利用好高校人才优势讲好中国故

事，就要使学生深刻认识中华文明，增

强大学生的文化信心，深入阐释如何走

好中国道路，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弘

扬中国精神，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凝

聚中国力量。目前，文化软实力逐渐发

展成为大国之间竞争的重要焦点。作为

重要的民族资源，优秀传统文化应不断

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发展，进而加快其走

向世界的步伐。 

外语院校的大学生作为讲好中国故

事的主力军，应清楚看到在当前新形势

挑战下我国加强和改进国际交流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外语院校更应大力加强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声音，进而创造良

好的外部舆论环境，为国家稳定发展和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4 讲好中国故事，坚持“立德

树人、能力导向”和“实践育人、文

化育人” 

4.1讲好中国故事，坚持“立德树人、

能力导向” 

高校人才培养是教育与人才培养的

统一过程。构建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必须整合思想政治工作体系，重视课程

思想政治建设，解决职业教育和思想政

治教育两大难题。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是中国文化 深厚的软实力，也是我们

加强对外传播的丰厚沃土，为在对外交

往中讲述好中国故事提供了精神内核。要

提高对外交流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不仅

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更要增强文化自

信。坚持“立德树人、能力导向”，形成

“四维层面”优化一体化集成教学系统。

同时，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在以文育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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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主体地位，突出以教师为中心的

立德树人，以学生为中心的素质强化。

作为外语院校新闻人才的建设基地，我

们应强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

高国际话语权”的观念，立足现状，立

足现实，立足国家发展，努力培养具有

全球视野和批判精神的国际化、应用型

新闻人才。在实施过程中，要根据具体

问题，规划课程路线，完善课程大纲，

实施教学、实验、设计、实践的有效教

学和考核，并建立多维度的教学反馈体

系，形成一个可检测、可控制的闭环培

养体系。 

4.2讲好中国故事，坚持“实践育人、

文化育人” 

当代高校的课程建设要加强引入涵

盖政治认同、法治意识、文化素质和道

德修养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学生的

理想信念为主线，不断深化学生们爱党

爱国的意识，系统地梳理优秀传统文化

知识，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信息传媒越来越发

达的时代，各种新媒体平台层出不穷且

所承载的信息量庞大，仅仅依靠语言和

文字是很难获得发言权的。网络已成为

跨媒体、跨地区、跨层次的舆论媒体，

也已经成为我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渠道。我校可以借助新媒体优势，进

一步完善主题校园网站来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运用好学生使用率较高的网络媒

体平台，如抖音、微博等，设专栏推送

消息，积极构建中华文化校园“融媒体”

矩阵，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让大学

生在润物细无声中受到文化熏陶，提高

自觉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从

而拓宽实践育人和文化育人的传播渠

道，让教育的效果看得见、听得到、摸

得着。 

5 结语 

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高校思政

教育的工作者应该与时俱进，尤其是外

语院校。外语专业人才是传播中国声音

的主力军，外语院校应自觉认识和挖掘

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

作用，积极踊跃地探索融合的方式，努

力改进思政教育实践活动与优秀传统文

化更好融合的创新性方法，将红色基因

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之中。作为外语院

校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基地，我们一直

致力于传承、创新和发展优秀的中国传

统文化基因，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

水准，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心，激发学

生爱党爱国的热情，培养具有民族意识

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外语人才，为向外

界讲述好中国故事打好基础。我校连续

五年举办的中华文化知识大赛，也是加

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走出去实践的成功范例，让学生

们更好地传华夏文明，展时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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