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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深入研究大学生文化自信的状况,采集了广东省10所高校4000多名大学生对儒家思想认同的数据,

并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大学生对儒家思想的认同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大学生对优

秀的儒家思想的认同度很高,不同高校、性别、年级、专业的大学生对儒家思想认同度有显著差异,儒家道

德了解程度、儒家思想教育程度、儒家思想影响程度等因素对大学生的儒家思想认同度产生明显影响。文

化认同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本研究发现的大学生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度高,揭示的儒家思想认同度的人口学

分布特征,为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提供了实践支持和策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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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包括儒家思想在

内的传统文化长期思考和沉淀的结果,并体现在他的

多次讲话和演讲中。2014年,习近平在纪念孔子

2565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

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指出:“不忘历史才能

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
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
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2016年,习近平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到,“文化自信,是
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

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伟大斗争和社会主

义建设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

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

的精神标识[1]。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文化自信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

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

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

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

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基命脉所在,

而儒家道德文化是这条根基命脉的核心[2]。两千多

年来,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

组成部分,历久弥新,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精神财富,对维系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产

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是中华文化自信的主要源泉之一。文化认同

为文化自信的实现提供了思想上的归属意识[3],对包

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建立于对传统

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只有认同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优

秀传统文化,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当代大学生作为社

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肩负着“推动转化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使命,研究当代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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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家思想的文化认同,对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笔者通

过中国知网搜索以“儒家”和“文化自信”为篇名的论

文,只查到15篇(截至2020年9月)。主要分为3
类:一是总体论述儒家思想对文化自信的价值和意

义[4-7],二是论述儒家某方面思想对文化自信的价值

和意义[8-12]。三是关于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文化自

信的研究[13]。可见,研究儒家思想文化自信的文章

非常少。而且这些文章都是从宏观的理论视角来研

究儒家思想对文化自信的价值和意义,缺乏关于大学

生对儒家思想文化自信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只有

先深入研究大学生对儒家思想的认同情况,才可以有

的放矢地探讨如何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二、大学生对儒家思想认同度的数据分析

(一)数据来源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经历了先秦儒

家、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几个发展阶段。
孔子提出“仁”“孝”,倡导“为政以德”。孟子围绕“性
善论”,提出“四心”说和“四德”说,并进一步推广到仁

政说与民本思想。荀子围绕“性恶论”提出“化性起

伪”“隆礼重法”等思想。汉代的董仲舒从“天人感应”
论出发,提出“仁义礼智信”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的“三纲五常”思想。宋明理学是儒家思想

发展的另一个高峰,程朱理学从“天理”本体论出发,
提出了心性论、修养论、境界论;陆王心学则围绕“心
即理也”,提出“发明本心”“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

想,发展了先秦儒家的修身思想。明清实学反对宋明

理学空谈心性、性理,倡导“力行”的认识论、“实功”的
道德修养论、以“利欲”为基础的“理欲统一”说。

尽管儒家每个发展阶段的思想呈现出较大的差

别,但是,基本上是围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
个主轴展开的。根据儒家思想的特征,本文按照儒家

思想的修身、齐家、爱人(物)、爱(治)国等4个维度,
挑选了不同时代的儒家思想家们的17个代表性思

想,考察大学生对这些儒家思想的认同度。具体内容

如下:
修身维度的思想包括:(1)“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2)“不义而富且贵,于
我如浮云”(《论语·述而》);(3)“养心莫善于寡欲”
(《孟子·尽心章句下》);(4)“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

致也”(《荀子·性恶》);(5)“存天理,灭人欲”(《朱子

语类》卷十二);(6)“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

明全集·与杨仕德薛尚谦书》)。
齐家维度的思想包括:(1)“夫孝,德之本也”(《孝

经·开宗明义》);(2)“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周礼

·天官·九嫔》)。
爱人(物)维度的思想包括:(1)“仁远乎哉? 我欲

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2)“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论语·颜渊》);(3)“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论语·为政篇》);(4)“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5)“毋贪口腹而恣杀牲禽”(朱柏庐

《朱柏庐治家格言》)。
爱(治)国维度的思想包括:(1)舍生取义(《孟子

·告子上》);(2)“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
子·尽心上》);(3)“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董仲舒《春秋繁露》);(4)“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
炎武《日知录·正始》)。

唐君毅先生曾提出:“中国文化精神确有其永久

不磨的价值,然其发展至今,与西方文化对照而论,亦
确显出其有种种缺点。”[14]本文据此设计了包括儒家

的个别封建糟粕思想及甄别题等在内的调查问卷。

2019年,笔者对调查员进行系统培训后,以统一的问

卷按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广东省10所高校大学

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大学生来自全国各省、市、
自治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全国大学生对儒家思

想的文化自信状况。共发放问卷5515份,收回有效

问卷4177份,问卷有效率75.7%。具体情况见表1。
收回问卷后,先使用Excel录入有效问卷数据,

多次安排专门人员交叉核查各高校的统计数据,汇总

4177份问卷的数据后再次安排人员检查校正,最后

使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大学生对儒家思想认同度概况

美国学者卡斯特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

的来源”[15]。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现在是

一个认同危机的时代,“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

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特性、身份”[16]。吉

登斯把认同分为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是指

“人在特定的社区中对该社区特定的价值、文化和信

念的共同或者本质接近的态度”[17]。本文所说的“儒
家思想认同”,是指大学生对儒家思想的认知、承认、
认可和赞同,并由此获得民族文化自觉和自信的过

程。问卷调查的过程中,把大学生对儒家思想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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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为非常不认同、不认同、中立、认同、非常认同五

个层次。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把大学生非常认同与认

同的比例合称为“认同度”,把非常不认同与不认同的

比例合称为“不认同度”。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大学生

对很多儒家优秀思想的认同度很高。具体情况见

表2。
表1 样本基本特征

变量 分类指标 人数(人) 有效比例(%) 变量 分类指标 人数(人) 有效比例(%)

性别
男 1741 41.7

女 2436 58.3

年级

大一 1396 33.4

大二 2242 53.7

大三 446 10.7

大四 80 1.9

大五 13 0.3

专业

文科 1510 36.2

理科 1229 29.4

工科 954 22.8

医科 484 11.6

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430 10.3

广东药学院 377 9.0

广东工业大学 411 9.8

广州大学 458 11.0

广州中医药大学 327 7.8

华南理工大学 382 9.1

华南师范大学 493 11.8

嘉应学院 604 14.5

深圳大学 268 6.4

中山大学 427 10.2

表2 大学生对儒家思想认同状况一览

儒家思想 非常不认同(%) 不认同(%) 中立(%) 认同(%) 非常认同(%)

修身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101(2.4%) 415(9.9%) 1477(35.4%) 1780(42.6%) 404(9.7%)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76(1.8%) 229(5.5%) 864(20.7%) 2060(49.3) 948(22.7%)

养心莫善于寡欲 160(3.8%) 765(18.3%) 1549(37.1%) 1284(30.7%) 419(10.0%)

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 126(3.0%) 246(5.9%) 1155(27.7%) 2053(49.2%) 597(14.3%)

存天理,灭人欲 910(21.8%) 1084(26.0%) 1162(27.8%) 825(19.8%) 196(4.7%)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85(2.0%) 215(5.1%) 811(19.4%) 2071(49.6%) 995(23.8%)

齐家
夫孝,德之本也 108(2.6%) 208(5.0%) 850(20.3%) 1962(47.0%) 1049(25.1%)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441(10.6%) 801(19.2%) 1711(41.0%) 950(22.7%) 274(6.6%)

爱

(人)

物

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 103(2.5%) 422(10.1%) 1446(34.6%) 1823(43.6%) 383(9.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80(1.9%) 113(2.7%) 491(11.8%) 2116(50.7%) 1377(33.0%)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83(2.0%) 173(4.1%) 591(14.1%) 2067(49.5%) 1263(30.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60(1.4%) 121(2.9%) 573(13.7%) 2046(49.0%) 1377(30.0%)

毋贪口腹而恣杀牲禽 272(6.5%) 707(16.9%) 1917(45.9%) 1014(24.3%) 267(6.4%)

爱

(治)

国

舍生取义 323(7.7%) 748(17.9%) 1940(46.4%) 949(22.7%) 217(5.2%)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101(2.4%) 240(5.7%) 1097(26.3%) 1901(45.5%) 838(20.1%)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1204(28.8%) 1262(30.2%) 1084(26.0%) 455(10.9%) 172(4.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54(1.3%) 122(2.9%) 723(17.3%) 2283(54.7%) 99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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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2可以看出,大学生认同度超过80%的儒

家思想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同度超过70%
的儒家思想包括:(1)“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

修身为本”;(2)“夫孝,德之本也”;(3)“人而无信,不
知其可也”;(4)“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5)“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6)“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认同度超过60%的儒家思想包括:
(1)“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2)“穷则独善其

身,达则兼济天下”。“非常认同”和“认同”比例超过

50%的儒家思想为:(1)“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2)“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

认同度低的6个儒家思想中,“养心莫善于寡欲”
的认同度(40.7%)远高于不认同度(22.1%),“舍生

取义”的认同度(27.9%)高于不认同度(25.6%)。
“毋贪口腹而恣杀牲禽”的认同度(30.7%)高于不认

同度(23.4%)。只有3个思想的认同度低于不认同

度:“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认同度(15%)
远低于不认同度(59%),“存天理,灭人欲”认同度

(24.5%)远低于不认同度(47.8%)“妇德、妇言、妇
容、妇 功”的 认 同 度 (29.3%)略 低 于 不 认 同 度

(29.8%)。这3个思想多年来被作为封建糟粕思想

被人们批评,自然不可能得到大学生的高度认同。总

体而言,当代大学生对优秀儒家思想的认同度很高。
(三)大学生对儒家思想认同度的差异

倪佳琪对北京师范大学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大学

生的性别、专业、政治面貌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学习

和发展期待有差异[18]。冯大彪认为,汉族与蒙古族

大学生、牧区蒙古族大学生与县城的蒙古族大学生、
是否有宗教信仰对中华文化认同水平有显著性差异,
而性别、家庭经济状况没有显著差异[19]。张小勇认

为,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名族、政治面貌和宗教信仰与

中华文化认同度有显著差异,性别和年龄与认同度无

显著性影响[20]。马振涛,马丽萍认为,大学生是否担

任学生干部、是否中共党员对主流文化认同有显著差

异,而性别、年级、家庭来源、宗教信仰、外语学习等与

主流文化认同没有显著差异[21]。根据本次调查对象

的特征,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性别对大学生的儒家思想认同度有显著

差异;

H1b:年级对大学生的儒家思想的认同度有显

著差异;

H1c:专业对大学生的儒家思想的认同度有显著

差异;

H1d:不同高校对大学生的儒家思想认同度有显

著差异;
为了分析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儒家思想认同度

是否有差异,本文应用SPSS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方法对大学生关于儒家思想认同度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见表3。

表3 性别对儒家思想认同度影响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一览

维度
儒家

思想

性

别

非常不

认同(%)
不认同

(%)
中立

(%)
认同

(%)
非常认

同(%)
简化模型的

-2对数似然

似然比检验

卡方 df 显著性

修身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男 2.8% 11.1% 36.2% 40.1% 9.8%
女 2.1% 9.1% 34.8% 44.4% 9.6%

55.277 10.984 4 0.027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

修身为本

男 2.5% 8.2% 21.5% 45.8% 22.1%
女 1.4% 3.6% 20.1% 51.8% 23.1%

54.363 54.056 4 0.000

养心莫善于寡欲
男 5.5% 17.8% 34.2% 31.8% 10.7%
女 2.6% 18.7% 39.2% 30.0% 9.5%

56.867 31.477 4 0.000

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
男 4.6% 7.2% 26.5% 45.0% 16.6%
女 1.9% 4.9% 28.4% 52.1% 12.6%

55.171 56.041 4 0.000

存天理,灭人欲
男 20.7% 24.3% 28.3% 20.8% 5.9%
女 22.5% 27.1% 27.5% 19.0% 3.8%

58.089 15.905 4 0.003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男 2.8% 6.2% 19.4% 46.2% 25.4%
女 1.5% 4.4% 19.45 52.0% 22.7%

54.509 25.198 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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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维度
儒家

思想

性

别

非常不

认同(%)
不认同

(%)
中立

(%)
认同

(%)
非常认

同(%)
简化模型的

-2对数似然

似然比检验

卡方 df 显著性

齐家

夫孝,德之本也
男 3.7% 5.9% 21.3% 44.3% 24.8%

女 1.8% 4.4% 19.7% 48.9% 25.3%
54.997 23.921 4 0.000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男 9.3% 15.8% 41.0% 25.1% 8.8%

女 11.55 21.6% 40.9% 21.1% 5.0%
57.672 52.087 4 0.000

爱人

(物)

仁远 乎 哉? 我 欲 仁,斯 仁

至矣

男 3.3% 12.3% 31.5% 43.0% 9.9%

女 1.9% 8.5% 36.8% 44.1% 8.7%
55.232 32.681 4 0.00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男 2.6% 3.8% 13.6% 50.4% 29.5%

女 1.4% 1.9% 10.4% 50.8% 35.4%
52.762 40.561 4 0.000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男 2.9% 5.3% 14.3% 46.4% 31.1%

女 1.3% 3.3% 14.0% 51.7% 29.6%
53.829 30.000 4 0.00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男 1.5% 4.1% 16.4% 45.5% 32.5%

女 1.4% 2.0% 11.8% 51.5% 33.3%
52.575 39.066 4 0.000

毋贪口腹而恣杀牲禽
男 8.6% 18.6% 43.7% 22.6% 6.5%

女 5.0% 15.7% 47.5% 25.5% 6.3%
88.728 31.877 4 0.000

爱

(治)

国

舍生取义
男 9.8% 16.7% 42.2% 24.7% 6.5%

女 6.2% 18.8% 49.5% 21.3% 4.2%
56.794 46.011 4 0.000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男 3.3% 5.6% 25.5% 42.5% 23.0%

女 1.8% 5.8% 26.8% 47.7% 17.9%
55.131 29.793 4 0.000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

男 22.8% 26.4% 31.2% 13.9% 5.7%

女 33.1% 32.9% 22.2% 8.7% 3.0%
27.272 125.920 4 0.000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男 1.8% 3.8% 17.7% 50.0% 26.7%

女 0.9% 2.3% 17.0% 58.0% 21.8%
52.443 35.780 4 0.000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儒家思想

的认同全部有显著差异(P<0.050)。假设 H1a
成立。

同样,不同高校的大学生对上述儒家思想的认同

度的显著水平全部为P=0.000,表示不同高校对大

学生 的 儒 家 思 想 认 同 度 有 显 著 差 异。假 设 H1b
成立。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度除了3
个(养心莫善于寡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妇 德 妇 言 妇 容 妇 功)外,其 余 的 显 著 水 平 均 为

P<0.050,表示不同年级大学生的儒家思想认同度

有显著差异。假设H1c成立。

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对上述儒家思想的认同度除

了3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毋贪口腹而恣杀牲禽)外,其余的显著水平均

为P<0.050,表示不同专业对大学生的儒家思想认

同度有显著差异。假设H1d成立。
三、大学生对儒家思想认同度影响因素分析

周俊利提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影响比

较大的因素有族群身份、个体从小生活环境、教育背

景和现实社会、经济地位[22]。吴映筱,刘芹认为,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知低主要受实用功利思维、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及西化思潮的影响[23]。为了研究大学

生对儒家思想认同度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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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如下假设:

H2a:儒家道德了解程度对大学生的儒家思想认

同度有显著影响;

H2b:儒家原著阅读情况对大学生的儒家思想认

同度有显著影响;

H2c:儒家思想教育状况对大学生的儒家思想认

同度有显著影响;

H2d:儒家思想的影响状况对大学生的儒家思想

认同度有显著影响;
本文使用SPSS20.0对大学生儒家道德了解程

度与对儒家思想认同度之间进行了相关性分析。首

先,大学生的儒家道德了解程度与儒家思想14个思

想认同度都显著相关(P<0.050)。但是,大学生的

儒家道德了解程度与“存天理,灭人欲”“君为臣纲,父
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越了解

儒家道德,越不认同这2个儒家思想。大学生对儒家

道德了解程度与“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有不显著的

负相关关系,表明大学生儒家道德的了解程度与不赞

同“四德”有一些关系。可见,假设 H2a(儒家道德了

解程度对大学生的儒家思想认同度有显著影响)
成立。

其次,大学生阅读儒家经典的程度与儒家思想认

同度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大学生阅读儒家经典的

程度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故圣人者,人之

所积而致也”“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人而无

信,不知其可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6个思想存在显著

相关关系(P<0.050),表明阅读儒家经典越多,越认

同这6个思想。大学生阅读儒家经典的程度与“君为

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

大学生阅读儒家经典越多,越不认同“三纲”。大学生

阅读儒家经典的程度与其他10个思想没有明显的相

关关系。可见,假设 H2b(儒家原著阅读情况对大学

生的儒家思想认同度有显著影响)不成立。
第三,儒家思想教育状况对大学生的儒家思想认

同度部分显著相关。儒家思想教育状况只与9个儒

家思想认同度有显著相关关系(P<0.050)。分别

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自天子以至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夫
孝,德之本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而无信,不
知其可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可见,假设H2c(儒家思想教育状况对大学生

的儒家思想认同度有显著影响)部分成立。
第四,儒家思想的影响状况对大学生的儒家思想

认同度显著相关。儒家思想对大学生的影响状况与

15个儒家思想有显著相关关系(P<0.050),表明儒

家思想对大学生的影响越大,大学生越认同这15个

儒家思想。只对“存天理,灭人欲”“君为臣纲,父为子

纲,夫为妻纲”2个思想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可见,假
设H2d(儒家思想影响状况对大学生的儒家思想认

同度有显著影响)成立。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前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尽管当代大学生并未系统地接受过儒家思

想的教育,但是儒家思想并非如美国学者列文森所认

为的:“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解体

之后,变成一片阴影,仅仅栖息在少数人的心底,无所

作为地被像古玩一样珍爱着。”[24]当代大学生中对儒

家优秀思想有着很高的认同度,显示出大学生对包括

儒家优秀思想在内的文化自信程度很高。
第二,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度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征。尽管儒家思想“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
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25],但是,传统的儒家思

想也存在着愚昧落后、不合时宜的封建糟粕。因此,
大学生们对“养心莫善于寡欲”“存天理,灭人欲”等不

符合时代潮流的儒家思想以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强权专制的儒

家思想认同度就很低。
第三,当代大学生的儒家道德了解程度、儒家思

想影响状况都对大学生的儒家思想认同度有直接的

正向影响,儒家思想教育状况对大学生的部分儒家思

想认同度有显著影响,而儒家经典的阅读情况对大学

生的儒家思想认同度没有直接的影响。这说明儒家

思想蕴含的普世思想、身边人的言传身教对大学生儒

家思想的认同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基于以上的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首先,各级国民教育体系应充分发挥传承儒家优

秀思想的基础性作用。近年来,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与时代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和重视,学界研究传

统文化的热情高涨,民间国学热、儒学热、读经热、祭
孔热等活动持续升温[26]。这无疑对大学生的儒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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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认同有积极的意义,但仍处于自发的、零散的状态。
文化认同来源于对文化的熟悉和了解,为了更好地增

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还需要把包括儒家优秀思想在

内的优秀传统文化纳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从幼儿

园、小学、中学教育到大学教育都应该融入儒家优秀

思想的内容,形成系统化、全面化、长期化的儒家优秀

思想教育格局,让学生从小就了解和熟悉儒家优秀思

想,这必然对提升大学生的儒家思想认同度产生极大

的影响,对提升全体国民的文化自信产生巨大的

影响。
其次,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儒家优秀思想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其思想观

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构成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思

想和精神内核,但是,面对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
社会现代化的浪潮,我国的思想文化、利益格局、社会

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都对大学生的思想观

念、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的撞击,他们的生

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经常面临着冲突和挑战。
儒家优秀思想如何面对这些新的挑战与要求进行创

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将影响到大学生对儒家优秀

思想的认同。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应该以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批判性地改造儒家思想,

最终开拓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时代的儒家思想文化,
为当代大学生提供面向未来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
这不仅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而且关系到民族

的兴衰与未来。
第三,构建大学生认同儒家优秀思想的社会文化

环境。一是各级政府要把儒家优秀思想体现到市民

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之中,形成全社

会弘扬儒家优秀思想的良好氛围。二是宣传部门统

筹各类媒体,营造传播儒家优秀思想文化的社会氛围

和舆论。报纸、书刊等平面媒体以及电台、电视台、互
联网等立体媒体开通宣传儒家优秀思想的专栏、专题

节目、公益广告,以连续、系统的方式传播儒家优秀思

想,让儒家优秀思想走入寻常百姓家,在耳濡目染间,
把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植入每

个大学生的心间。三是各级文化、文物部门要推动图

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充分发

挥宣传、展示和传承儒家优秀思想的作用。由此,儒
家优秀思想文化全方位融入社会各个领域、各个环

节,与人民生产生活深度融合,转化为不可或缺的日

常组成部分,形成人人传承儒家优秀思想文化的良好

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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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CollegeStudents’IdentityofConfucianism
fromthePerspectiveofCulturalConfidence:

AMultivariateLogisticRegressionAnalysisBasedonUndergraduates
from10UniversitiesinGuangdongProvince

TIANYongsheng1,LIAn2
(1.LingnanNormalUniversity,ZhanjiangGuangdong524048,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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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deeplystudythestatusofcollegestudents’culturalconfidence,thedataofmore
than4,000collegestudents’identityofConfucianismfrom10universitiesinGuangdongprovincewere
collected,andthemultipleLogisticregressionmethodwasusedtoanalyzethestatusofcollegestudents’

identityofConfucianismanditsinfluencingfactors.Theresultsshowthatcollegestudentshaveahigh
degreeofculturalidentityforexcellentConfucianism.Andtherear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thedegreeof
culturalidentityofConfucianismamongcollegestudentsofdifferentuniversities,genders,gradesand
majors.FactorssuchasthedegreeofunderstandingofConfucian morality,thedegreeConfucianism
educationandthedegreeofConfucianisminfluencehaveasignificantimpactonthedegreeofidentityof
Confucianismamongcollegestudents.Culturalidentityisaprerequisiteforculturalconfidence.Thefactthat
collegestudents havea high degree ofidentity of Confucianism andthe demographic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oftheidentityofConfucianismrevealedbythisstudyprovidepracticalsupportandstrategic
referenceforenhancingtheculturalconfidenceofcollege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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