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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现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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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大学生作为未来国家的建设者，树立文化自信，继承发

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关键的是精神的继承，本研究将选取黑龙江省内多所高校作为研究样本进

行问答调查，从调查结果反映的问题，在文化心理方面总结大学生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现状、分析对传统文化继承的不利因素、从学校、家

庭、社会以及个人四方面提出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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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体现着我们民族文化的精

神内核，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建设的中坚力量，应该对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继承与发扬具有历史使命与责任感。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

全球化的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日益密切，出现大学生群体主

流意识认为应该发扬传统文化，但行动上认为“国外的好”、喜爱国

外的文艺作品。外来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着大学生的行为方式，甚至

一些思想与传统价值观发生冲突，在文化传承方面出现失衡的情

况。

1 认知现状
1.1 对于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相对不足
本次研究中共发放问卷 1000份，收回问卷 987份。在“你希望

开设哪些相关课程”一题中，有 66.67%的同学选择汉服相关课程，
50%同学选择传统乐器教学，23.3%选择开设传统文化经典原著课。
可以看出学生对表现形式较鲜活的传统文化兴趣程度较高，学习文

化经典的热情程度较低。此外，常识类传统知识如孔子“仁义观”、道

家“道法自然”等可以进行人物与思想对应，却不能清楚说明含义。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传统文化经典是传统文化精神

的直接载体，是一个民族思想的象征。传统文化艺术是传统精神的

体现，传统精神来源于经典书籍中思想的碰撞，忽视对经典书籍的

阅读，缺乏对其中精神的把握，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很容易流于

表面，比如短视频软件中添加脸谱特效会使大家觉得有趣，但说人

们热爱京剧艺术，弘扬传统文化是谈不上的。

1.2 大学生普遍认同需要继承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意识情况主要是指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在调

查中“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一题中 56.67%的同学认为很喜欢，
应该发扬光大，16.67%认为不感兴趣但应了解，26.67%想要接触但
缺少机会。从总体上看大学生普遍支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且多以民族复兴，提高综合国力等层面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3 大学生接受传统文化认知的主要方式
调查“个人了解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63.33%同学通过媒体

宣传，50%还选择了长辈传授。可见这两种是主要的认知方式，未来
社会将是信息技术急速发展的时代，如何有效利用网络媒体更好的

弘扬传统文化是现在热议的话题。

2 原因分析
2.1 早期基础教育关注不足

记得曾经采访过身边同学为什么不喜欢读经典原著，她说：“都

是文言文看不懂，义务教育时期的文言文都是勉强背下来的，现在

看这种比那还难。”我认为的确是这样，习惯应该是潜移默化长期培

养的，小学教育大多鼓励大家背诵弟子规、三字经等但是却没有细

致的讲解，囫囵背下来却不理解也违背了学校的初衷。从小没有对

经典书籍的兴趣，自然也缺乏对传统忠孝观、仁义礼智信等传统德

目的理解，不利于少年时期正确价值观的塑造。

2.2 大学生中功利主义的盛行
大学生中功利主义盛行，社会环境也是重要的因素。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肯定了人对利益的追求，求利之

心合理化。在专业选择上，家长们多会选择未来高薪的专业，以至于

出现一些专业多为调剂生源；在“现代人对于传统文化比较淡漠，你

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一题中，43.3%的同学选择了学习传统文化
不能带来什么实体利益。在课程选择上，学生以是否“有用”作为选

课依据：很多学生在大学期间只关注自己专业方面知识，主要精力

用在学习专业知识和考取证书上，觉得这样做比读古籍经典、学习

传统文化知识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更有实际意义。

2.3 社会媒体和网络平台商业气息浓厚
在当下，我们缺乏有效的传统文化传播途径。随着经济的发展，

互联网的进步，媒体商业化明显。打开手机充斥我们眼中的多是明

星八卦、娱乐综艺、审美低俗的影视剧。真正向大学生传播传统文化

的途径少之又少，使大学生在网络媒体上缺少中华传统文化的熏

陶。

3 对策和建议
在“现代人对于传统文化比较淡漠，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一

题中 70%的同学选择了没有完善的文化教育体制，53%认为学习压
力大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了解。所以，第一，在教育层面要将传统文化

教育贯彻到小学校园，讲解优秀经典，传授文字背后的历史与精神，

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第二，教师要树立文化自信观，教师应

坚定政治立场，思想始终和党保持一致。陶行知曾说：“要想学生好

学，必须先生好学。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

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加强终身学习的能力，通过教育影响大学生

文化观。第三，积极探索新的教育方式，合理调整教学任务，开设学

生感兴趣的传统文化课程，不一味进行理论灌输，也要做到人文价

值关怀。假期组织国学夏令营，培养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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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学生组织中进行工作，建立一些传统文化社团，发挥朋辈交

流、影响的作用，还可以开设微信公众号结合一些传统节日等重要

节点精心策划专题活动，凸显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第五，经常组织

辩论赛，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传统文化观。

在家庭层面，要重视家风建设。中华家风家训是优秀传统文化

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追求，是人民智慧的结晶。

家风的意义小在家庭，大至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将家风建设提到重

要位置上，他将家风建设评价为“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

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1]

在社会层面上，社会媒体应宣传正确的伦理观，宣扬正确的义

利观、荣辱观。在社会公共舆论的领域内，要鼓励电视、电影、报纸等

传媒严肃地、有责任感地负起推进传统文化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素

质的责任。弘扬面向广大人民，反映人民的利益与呼声，为人民群众

所喜闻乐见的社会主义文化。反对为追求商业价值忽视社会责任，

有关部门应加强呼吁与监督；鼓励新兴的互联网媒体，多以文字或

视频方式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从社会整体上活跃个人对传

统文化精神的复归。

对于个体，大学生应建立健康发展观。提升自己专业素质也要

培育自身人文情怀，做到内外兼修。张锡勤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

乃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种重道德的传统”。
[2]传统文化作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品格和
精神气质，作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增强道德实践、树立文化自信、对

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具有

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大学生肩负着历史使命，是推动社会发展与时代进

步的中坚力量，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参与者。因此，大学生只有树

立起文化自信，才可以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民

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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