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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培养中国青年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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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年文化自信与实践息息相关。从实践开始，青年文化自信会经历产生、进化和发展的实践过程，是文化与活力，现实与超越

的有机统一。为了在实践中从文化意识向文化自信过渡，促进青年的文化认同，并真正实现知识与行动的统一，就必须高度重视实践的教

育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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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教育和发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文化自信是一个国

家和民族发展最基本，最深刻和最持久的力量。加强青年文化自信

的实践，培养，教育和指导，并使其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是青年健康

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点。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生活中所有社会关

系的总和，这说明对人性内涵的理解有多种定义。从人们实际存在

的角度来看，青年文化自信与实践密切相关。青年文化自信会经历

产生，进化和发展的实践过程，而实践过程的教育和指导应被高度

重视。

1 青年文化自信的实践存在性
实践是青年文化自信的逻辑基础。实践主要是指主体改变客观

世界的活动，其内涵不仅包括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和生活，还包括

精神的生产和生活。青年的文化自信不仅是文化意识形态，而且是

“实际存在的”。马克思认为，所有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不

是从概念的角度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的角度解释概念的形

成。因此，青年的文化自信与实践息息相关，文化自信是在实践中

不断产生和增强的。青年文化自信的实践存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基

本关系上：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人与自

然的关系中，青年的文化自信不仅体现在他们对国家文化环境的依

赖和适应上，还表现在人们通过生产和实践来理解和改变自然，并

直接获取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上。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青年的文

化自信不仅体现在不同社会关系中文化认同的定义上，还反映在通

过生产实践来转变和发展人类的社会关系上。通过以上，最终实现

改造人类自身并促进全面发展的目标。因此，实践存在性是青年文

化自信的驱动力。[3]

2 青年文化自信培养的实践特征
2.1 文化本质的实践性
文化是人们创造的，它指导人们的实际生活。因此，青年的文化

自信是指将实践作为社会历史活动和实际活动的属性，用文化历史

和现实，文化成就和发展道路，文化创新和文化前景来表达他们的

文化认同。因此，青年的文化自信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形成和发

展的。其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青年文化自信的历史表现和

活动。一方面，青年文化自信的实践过程是不断适应，传承和发展的

社会化进程。青年的成长轨迹显然是当代的，并且受到当时社会的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规范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青年的实践活

动越深入，越广泛，表现出的社会和文化关系就越复杂。另一方面，

在青年文化自信的自我改革的社会化进程中，实践性伴随着青年成

长的整个过程，从不成熟到成熟，从社会依赖到相对的社会独立。[4]

2.2 文化生活的实践性

活力是年轻人的自然天性。在讨论人性时，马克思批评黑格尔

将抽象的人类动物属性视为人性，并指出人性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

抽象物。但是，他并没有否认人性具有人类生活共有的自然属性。马

克思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1]，从而揭示了文化生活的现实特征。青
年文化自信是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历史

发展进程，是文化生活实践性的体现。普遍性不能取代个性，生活不

能取代青年的文化本质。因此，青年的文化自信不仅局限于他们的

生命力，即人的普遍性的产生，而且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通过

生产实践转变为人的具体的文化属性。

2.3 文化现实的实践性
马克思认为，现实中人类的本质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

这种“社会关系之和”不是机械上的加法，也不是完全静态的。马克

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2]因此，在积极实现自身
本质的过程中，人们创造并产生了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本质。”这也

表明，人类的本质是在以生产劳动和互相作用为基础的人类共同实

践活动中，社会关系不断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因此，青年文化自信的

现实是人类实践所转化的现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青年文化自信

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当代文化属性。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实

践活动范围的扩大，青年文化本质的实际社会关系已经越来越社会

化，从失衡到平衡，再到新的失衡，最终实现统一的运动矛盾过程。

同时，青年的文化自信会在不同的文化现实中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关

系。这不仅显示了文化历史和社会性之间的差异，而且表明了人类

的发展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5]

2.4 文化超越的实践性
作为个体的发展阶段，青年必须通过实践来建立理想的社会关

系，并超越他们的现实。就个人而言，人们永远不会满足现状，并必

须不断超越现实。马克思曾经对“现实的”幻想和保守的社会关系持

批判态度，并指出：“人不是按照某种规定来繁殖后代，而是产生自

己的全面性。”这表明，青年文化自信的现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

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马克思指出，实践“作为一种意识，

人们确认了自己现实的社会生活”。恩格斯还指出驱使人们从事活

动的一切都必须通过人的思想。通过人类思想对现实社会关系的积

极反映，内在化成为需求，动机和思想等因素，并指导人们用实际行

动超越现实社会关系。因此，青年的文化自信必须不仅要把握它的

现实性，还要了解它的超越性，才能全面地、发展地、动态地把握文

化自信的真正涵义。

3 培养青年文化自信的实际意义
青少年时期是成长和成才的关键时期。青年文化自信的实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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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要求他们以实践为基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指导，促进青少

年从文化意识转变为文化自信。

首先，青年文化自信的教育指导必须高度重视实践。目前，广大

学者已经将重点放在静态理论上，并对青年教育的研究颇多。马克

思主义认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青年文化的本质

是实践的，特定的和历史的。只有从青年的实践活动开始，我们才能

真正把握青年文化自信的客观基础，即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认识

到青年的文化自信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实践的逻辑基础上，

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始终关注青年，并以开放和发展的动态视角来理

解时代背景下青年文化自信的新处境和新问题，而不是用封闭而僵

化的视角。这样，我们就可以务实地把握青年文化自信的真正内涵，

并探索其应有的教育方法和途径，以促进青年的自由全面发展。

其次，在实践中加强和改进对青年文化自信的教育和指导。青

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和现实。胡锦涛主席

指出：“一个有远见的国家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青年身上；一个有远

见的政党始终将青年视为促进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主席还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能力，有担当，国家就有前

途，民族就有希望。”因此，要高度重视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关爱

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有必要从青年的实际出发开展教育，研究新

情况，把握新情况，加强并提高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主动性

和有效性。

最后，在实践中提高教育和引导青年文化自信的有效性。一是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青年文化自信的教育和引导应与社

会发展的实际要求相结合，掌握青年文化自信的实践性，使理论适

应实际发展的需求，而不是从理论原理出发，需要实践适应理论原

理。二是坚持以实践为基础标准检验青年文化自信教育的有效性。

实践是发展的源泉，目的和动力，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与

实践之间的脱节无法在客观现实中得到证明，这就需要对青年进行

文化自信的教育和指导，接近现实，接近生活，并结合青年文化实践

活动来解决青年在实践活动中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而使青年

成为民族复兴的建设者和后继者。三是根据实际情况推进青年文化

自信教育。学校对青少年的文化自信教育和指导应以办思想政治课

为主要阵地和主要渠道，用中国传统文化和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理

论武装人民；营造校园文化氛围，积极开展各种校园文化活动，增强

文化自信；建立文化交流平台，使用抖音，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新媒

体平台与青年在学习、工作和生活方面联系起来；积极开展社会实

践活动，让青年进入社区，乡镇，在锻炼中体验文化，感知生活，并增

强文化自信的获得感，认同感和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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