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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的调查设计

本次调查通过使用“问卷星”采取网络匿名调查的方式开

展，共选取了广西壮族自治区8所高校，其中桂林4所，南宁3

所，柳州1所。本次调查一共发放6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590

份，相关数据使用 Excel 软件进行分析。

从所属民族的比例来看，由高到低排列，分别是：汉族（413

人， 占70%）、 壮族（135人， 占22.88%）、 苗族（11人， 占

1.89%）、瑶族（10人，占1.69%）、仫佬族（5人，占0.84%）、

毛南族（5人，占0.84%）、水族（4人，占0.67%）、侗族（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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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0.5%）、回族（3人，占0.5%）、京族（1人，占0.17%）。调

查问卷中，政治面貌的情况为：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61人，

占比10.33%；共青团员395人，占比66.94%；群众134人，占比

22.71%。从专业上看，理工科人数略多一些，共有352人，占比

59.6%；文史类学生有203人，占比34.4%；艺体类有35人，占

比6%。

二、广西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的现状分析

从调查问卷的统计与分析上看，广西大学生对于总体国家安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文化安全防范难度要大于传统国家安全，一个民族的文化一旦被其他文化所侵蚀和主导，必然逐步走向消

亡”[2]。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安全不仅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还关乎民族前途命运乃至生死存亡。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

的宝贵人才资源，他们对于文化安全的意识如何，将与他们未来对待国家文化安全所产生的态度与行为密切相关。广西地处祖国南疆，

是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级行政区，高校大学生具有多民族的特点。正因如此，新时代广西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现状如何？如何增强文

化安全意识？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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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观、文化安全教育呈现积极向上的态度。同时，也存在部分学

生对增强文化安全意识自觉性不强的问题，高校在文化安全教育

理念、内容、载体等方面尚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一）整体调查情况概要

1.对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度认同

统计显示，在“您是否认同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问题

中，100%的被调查者选择“认同”，其中选择“高度认同”的

有583人，占比98.8%。在“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加强文化安全教

育？”这一问题中，有579人选择“非常有必要”，占比98.1%。

从调查数据可见，广西大学生高度认同总体国家安全观，认同国

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愿意接受文化安全教育。

2.接受文化安全教育的渠道多元化

调查数据显示，在“您所在高校主要采取什么形式开展文化安

全教育？”问题中，34.1%的同学选择“课堂教学”，35.9%的同学

选择“网络平台”，可见，课堂教学和互联网是大学生接受文化安

全教育的重要渠道。排在第三的是“报刊书籍”，第四的是“校园

活动”，二者也是学生了解文化安全相关知识的主要来源。

3.校园文化安全教育活动呈现多样性

4月15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在“您所在学校是否开展

过‘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问题中，90%的同学回答

“开展过”。在“您所在学校的宣传栏、校园广播、网络等媒体上

是否宣传国家安全、文化安全的内容？”问题中，42%的同学选

择“有很多”，35%的同学选择“有一些”。可见，绝大多数高校

重视利用特定节日组织相关活动，并在公共空间大力宣传国家安

全、文化安全方面的政策与知识。

（二）存在的不足

1.学生自我教育意识欠缺

调查显示，在“您是否主动了解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信息”

问题中，28.3%的同学选择“经常关注”，62.4%的同学选择“偶

尔关注”，9.3%的同学选择“基本不关注”。可见，只有部分同

学对国家文化安全相关的信息较为关注，大部分同学对文化安全

教育的自觉性仍显不足，自我教育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2.文化安全教育的理念、载体与能力等方面需要改进

根据调查，在“当前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是否需要改进”问

题中，89%的同学选择“需要改进”。在“当前大学生文化安全教

育存在哪些不足”这一问题中，大学生认为不足之处排前三的分

别是“教育内容单薄”“教育理念滞后”“教育载体单一”。可见，

进一步推动文化安全教育改革，丰富教育内容、革新教育理念、

拓展教育载体、提升教师能力，是高校着力抓好的重点方面。

三、广西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的提升策略

结合调查分析的情况，针对我区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存在的

问题，从明确教育目标，丰富教育内容，拓宽教育形式，完善和

加强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提升教育效果。

（一）明确教育目标

1.牢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

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

度 [3]。”在重视文化安全观念的新时代，我们应该时刻牢固树立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无论在什么样的岔路口都不能丢掉

这个“老祖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为

主体，以实践为指导，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在新时代奋斗中取得

的伟大成就，也为我们站在新的历史关口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方

法。新时代，更高程度、更广领域的对外开放给我国的发展带来

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加快了我国与外部世界的文化碰撞，

增加风险挑战，要保证国家安全，保证文化安全就必须牢固马克

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牢牢抓住大学生文化思想领域的主动权与主导权。

2.建立高校文化安全育人机制，培养有责任敢担当的时代

新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

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4]。”强化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是发挥高校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高校在大学生文化安全观念培

育的过程中必须起到主导作用。一是明确育人责任。大学生文化

安全观念的正确与否、牢固与否与高校教师的引导和培育密不可

分。而大学生文化安全观念培育的任务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思政课

教师或者校团委、辅导员身上，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安全

观念应当是全体高校教师共同的责任。二是增强育人协同机制。

从课堂学习到日常生活密切关注大学生文化安全思想动向，努力

形成人人育人、协同育人的全员育人文化氛围，实现服务学生成

长的核心目标 [5]。三是提高大学生自身文化安全观念的自觉性。

毛泽东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

事物的内部 [6]。”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自我教育

就是起主导作用的方法之一 [7]。”通过发挥大学生主动学习的主

观能动性，提升自我教育的能力，通过自身实践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感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魅力，提高其学习的自

觉性。

（二）丰富教育内容

1.加强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大量的西方文

化涌入，通过社交媒体，文字影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当中，给

“00”后的大学生文化观念的形成带来了不小冲击碰撞。在这样

的时代背景下，加深文化安全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非常重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

华民族的根和魂 [8]”，基于此，教师在教学中可以有意识地融入中

华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例如在教学案例中引用传统典故，教学

方法中融入四大国粹等等，通过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教育，使大学

生扎牢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之根，树立民族之魂。

2.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不懈

奋斗孕育出了极具特色的革命文化。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

剂，从革命历史中孕育出来的革命文化也传承着党领导人民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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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足迹，流淌着鲜红的革命血脉。红色基因作为革命文化的

重要标志，既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葆青春的政治密码，同样也为当

代大学生的文化安全筑起一道红色防线，对于认同党的领导，从

坚定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强，同时担负起新时代的新文化使命具有

重要意义。讲好红色故事，利用好革命文物，赓续好革命血脉，

传承好红色基因是打好意识形态领域红色底色的必然要求，也是

维护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必然途径。

3.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彰显文化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面向大学生加

大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传，不应只停留在静态的文字课本

中，更应通过影像视频，展现在鲜活的案例之中。通过真实生动

的案例素材向广大青年学生展现一个完整立体、充满生机的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美好图景。学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大学生文化

安全教育赋予新的教育内涵，为大学生文化安全提供了更具有时

代特色的文化方向，对提高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实效性、精准性

具有重要意义。

（三）拓宽教育形式

1.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导作用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10]。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开展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主要堡垒，是引导大

学生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觉维护文化安全的主渠道。“思想

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11]，要将文化

安全的广泛内容引入结合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当中，发挥好

思政课的主导作用，打造富有吸引力的文化安全理论课堂。在思

政课教学中融入文化安全教育，将本民族优秀文化价值观放在突

出位置。例如，在思政课程中分别从历史、理论、哲学等不同角

度进行分工教学，通过顶层设计、立体布局将文化安全融入教学

内容当中。

2.广泛开展校园文化实践

“高校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2]。

提升当代大学生文化安全素养，不仅仅可以从课堂上进行理论教

学，更应该从校园文化实践中呈现出来。校园文化实践既包括硬

文化，例如校园内部的文化建筑，包括校史馆、文化雕塑、文化

长廊等文化实体；同样也包括软文化，例如弘扬校史特色的校

徽、校歌、学报杂志等，还包括了教师向学生所传达的人生观、

文化观，以及同学之间所渲染价值观念。在大学校园中，要想使

文化安全教育真正做到入脑入心，就要硬文化与软文化双管齐

下，将文化安全教育常识融入校史馆、板报宣传栏、文化讲堂、

社团活动当中，从而使大学生能够感受更深刻的文化安全氛围，

从而提高大学生整体精神面貌，自觉树立爱国爱党爱校的文化

自觉。

3.建设优质网络平台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13]。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

代背景下，用好网络渠道，建好优质新媒体平台不仅能够满足大

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而且能筑起网络文化安全的“防火墙”。首

先，学校可建立官方媒体平台，在学生喜闻乐见的“小红书”“抖

音”中发布文化安全相关案例、红色故事等。通过学生的评论反

馈，查漏补缺对学生的思想困惑进行及时解答。其次，联合校外

资源，打造校内校外资源整合网络平台。通过视频、实践等方式

体验当地重要历史遗迹、红色文化遗址等教育基地，让大学生拓

宽视野，增进体验，丰富文化感知。

四、结语

新时代我国文化安全的整体形势向好发展，但我们仍“必须

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

战增多”[14]，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也给维护文化安全的工

作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

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15]。”只有加强大学生的文化安

全教育，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才能自觉担负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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