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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成为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高

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本文浅析了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宁波工程学院的学生文化自信现状和存在的不

足，从提升校园文化软实力，丰富校园文化活动内容，完善校园思政课程体系等方面提出培养中外合作

办学高校学生文化自信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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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m of Chinese education which 
opens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cultivating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goal of personnel training in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deficiencies of students’ cultural confidence in Ning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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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cultural confidence in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edu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enhancing soft power of campus culture, enriching 
content of campus activities, improving quality of campu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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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

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

也有重要价值。”[1] 
大学生是祖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的高校是培育大学生文化自信的重

要阵地。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升文化自信能力，探索文化自

信建设路径，对引导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的高校学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树立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具有深远意义。 

2. 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学生文化自信的概念和重要性 

2.1. 文化自信的背景 

在当代，文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维度。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

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文化融合加剧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扶持。传

统文化是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文明的根本创造力。只有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保证中华民族的

持续发展，对于中外合作背景下高校育人模式和培养目标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2.2. 文化自信的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

化自信。”[2]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

的伟大精神力量和坚实信仰基础，也是引领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方向指引和动力支持。 
文化自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历史沉淀中提炼出来的文化精髓。文化自信是对优

秀传统文化和优秀价值观的正确认知。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自信之本，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彰显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集中表现了中华文明的璀璨成果。二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

是由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革命年代领导广大中国人民不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所创造出来的[3]。革

命文化积淀了伟大的革命精神财富，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保障。三是引领社会风向标的先进文化。

国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牢牢把握和指引文化前进的方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渐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代表着时代进步潮流和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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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

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

题[4]。坚定文化自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凸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文化根基、文化价值和文化理想。 
大学生作为先进知识的掌握者，他们既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新时代文化的发展者。中外合作

办学高校作为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媒介，此类高校大学生更拥有国际视野，他们既能看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价值，又能在融汇国内外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具时代活力与生命力的新文化。所以，高校应重

视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养，让他们具有更开阔的文化视野，能够以欣赏和批评的态度去看待世界多元文

化，愿意主动吸收先进文化理念，并对传统文化进行新时代解读，为创造新文化而积极努力。 

3. 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学生文化自信缺失的现状 

3.1. 学生文化自信认知的现状分析 

3.1.1. 对于文化传承的意识不强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中的部分学生以出国升学为目标，对于本土的文化价值观关注普遍不足，忽视传

统文化环境下的思想提升。在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里，处在文化和知识前沿地带的大学生因为价值

观还未完全养成，文化鉴赏力和欣赏能力还未完全成熟，在文化认同方面就可能出现偏差，影响文化自

信的养成[5]。所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学生重实用性而轻思辨性，思想上缺乏对本国传统文化的认

知和理解。 
少数大学生对于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认识缺失。作为中国文化的根脉，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在于

继承，关键在于创新，只有全面和科学的态度，才能继承精华、摒除槽柏、勇于创新。这方可助推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青年一代需在继承民族精神的同时必须保持独立的思辨能力， 提升

文化厚度，在实践中不因循守旧，肩负起传承与创新的时代使命[6]。另有小部分大学生对这一关系认识

片面，文化自大、文化自卑两极分化现象明显。这两种倾向无疑都是片面的，是阻碍大学生文化自信培

植的重要障碍。 

3.1.2. 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动机不强 
大学生应当在学习阶段熟知传统文化内涵，体会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独特性与纯粹性。博大精深的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民族团结的纽带，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当代大学生作为未来的

国家栋梁，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高校大部分课程以提升语言能力和专业能力为主。根据专业不同，学生在国

内学习阶段需要学习基础语言课程，以及下一阶段的专业课程，并且在第一阶段需要通过相应的语言等

级考试，外语课程量普遍较大。所以，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大学生若不能在学习时辩证地对待，则会

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局限，甚至产生误解，从而无法全方位和多维度地探索传统文化的内核。 

3.1.3. 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知不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其顺应时代而产生，并且具有中国特色

的文化形态。由于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解缺失，个别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其他多元文化

关系的认知不完善和不全面。 
现阶段开设的中国文化课程以必修政治课程为主体，辅之中国古诗词鉴赏、中国文化等少量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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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缺少丰富大学生传统文化认知和运用的课程，以致于学生们对于中国文化没有整体认识和深入了解，

无法满足他们对于基础文化的认知，缺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认同感。 

3.2. 学生文化自信认知的数据分析 

本文所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化自信培养研究——以宁波工程学院为

例”的问卷调查结果。问卷调查工作于 2022 年 7 月中旬至 2022 年 11 月中旬在宁波工程学院国际交流学

院进行。共发放问卷 179 份，回收有效问卷 165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 2%。由于存在无效问卷，筛选有

效问卷后进行数据分析。问卷中设计有反向的问项，若正反问项出现矛盾则视为无效问卷，以及非按照

研究设计对象进行的问卷调查也视为无效问卷。其中，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会计专业本科生为 108 人，

占 45.5%；信科专业本科生为 48 人，占 29.1%；机制专业本科生 21 人，占 25.45%。 
在本次有关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化自信调研中，将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的高校大学生对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认知和对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接纳程度作为测评标准。文化自信分

为基础认知、思想价值认同以及开放接纳三个维度，其中设定三个内容所占文化自信份额的权重比分别

为 30%、30%、40%，其中基础认知是指学生对文化自信基本内容的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

化与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关键内容；思想价值认同是指能够客观地看待中华文化，明晰和认同自

身文化的价值与内涵，自信于自有文化的底蕴和未来前景；开放接纳是指对待外来文化，既不照抄照搬，

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坚持扬弃精神，取长避短。 
在确定学生文化自信的构成后，设定三个部分的份额得分在 0~10 分之间：0.00~3.00：对自身文化不

认同；3.01~6.00：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点积极的看法，或正面和负面情绪的处于同一水平；6.01~9.00：理

性且积极态度，喜欢自身文化，对于外来文化能理性看待；9.01~10.00：对自己文化的热爱程度极高，但

接纳外来文化程度弱。 
在问卷中设置相应问题，通过设置符合基础认知、思想价值认同以及开放接纳三个大类的相关问题，

随后通过初步粗粒度情感分析法、关键词比重筛选等方式将受访学生的态度采用百分比的方式量化出来，

将比率直接转换为百分制得分进行记录，再通过如下计算： 

30% 30% 40%= ∗ + ∗ + ∗文化自信指 得分 基 知 得分 思想价值 得分 放接 得分数 础认 类问题 类问题 开 纳类问题  

通过调查问卷和计算显示，将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的高校学生各部分组成得分如下图 1： 
 

 
Figure 1.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confidence index and score chart of each 
component 
图 1. 当代大学生文化自信指数与各组成部分得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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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目前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的高校学生(以宁波工程学院为例)，平均文化自信指数为 6.92 (十
分制)，属于第三区间偏低水平，即呈现积极理性，喜欢和热爱自身文化。经过仔细研判分析，新时代大

学生对于文化自信的理解普遍存在“接纳低，认同高、认知低”的窘境，受访者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度为

7.27 分(十分制)；传统文化认同度为 7.11 分(十分制)；开放接纳为 6.36 分(十分制)。 

4. 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提升学生文化自信的实践途径 

4.1. 增强高校文化软实力，促进校园文化全面发展 

文化软实力反映出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发展水平及其社会影响力，可以产生巨大的辐射力和影响

力。它是提升高校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培育大学文化软实力，需要坚持与中

外合作办学背景下的高校传统、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相结合，因校制宜，充分挖掘高校潜力，形成有特色

的校园文化。 
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的高校在与外方院校的合作过程中，学生社团在逐步形成具有外来文化且融合

传统文化的特色，社团活动不仅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还增添了异域风格。以宁波工程学院为例，

传统文化学生社团数量不断增加，社团活动日益频繁。学生社团作为高校内最活跃的学生活动平台，对

高校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力。 

4.2. 加强本土文化建设，促进文化活动开展 

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的高校必须立足于自身的发展状况、学科特点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明确自身定

位，发挥强项优势，不盲目随大流，进一步加强本土文化建设。 
近年来，西方文化盛行，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冲击。部分学生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蚀，负

面影响包括思想过于偏激、行为叛逆、过于讲究形式等。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主阵地，多元文

化交融背景下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更应该将继承与维护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弘扬优秀本土文化，增强

大学生文化自信。在中国的传统节日时间点，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可以推陈出新，设立传统文化节日相关

活动，在宣传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打造包含本土传统文化的独特校园文化。 

4.3. 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思政教育质量 

文化自信是一种精神形态，同样具有较强的政治意义[7]。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是帮助高校学生树立

正确人生观和政治觉悟的必修课，是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民族自信的必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8]
在新时代，如何将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纳入思政课程体系中，实现爱国主义、文化品格教育相

融合，强化文化自信教育，已成为高校思政课程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目前，部分中外合作高校的传统教育体系仍需完善。中外合作背景下的高校应当注重文化课程的系

统性和实用性，将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要内容融入高校思政课[9]，重视发挥通

识课程的作用，开设适量中国优秀文化必修课程，创新教育模式，注重教学方法，增设实践性课程，提

升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 

5. 结语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依托而存在，中外合作办学背

景下的高校学生应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才能以理性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能够成

为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中坚力量。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的高校应当顺应党中央对于高校文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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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建设的任务指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重视对大学生进行文化赋能，积极开展系统联动

的文化自信建设工作，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认知、文化自觉、文化实践和文化创新能力，促使大学生担负

起文化使命，发展成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特别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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