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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亲子讲堂

刘清霞做客“德行珠海·亲子讲堂”

让传统文化为青少年注入文化自信

文/本报记者 廖明山 熊伟健 图/本报记者 程霖

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学、手机游戏等对
青少年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传统
文化的传播和普及遭遇了挑战。因此，对
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也成为许多家长和
老师正在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近日，香
洲区广生小学德育副主任、市家庭教育研
究会讲师团讲师刘清霞做客“德行珠海·亲
子讲堂”，从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为什么
要让传统文化为青少注入文化自信、如何
让传统文化为青少年注入文化自信三个方
面为现场的家长讲述了学习传统文化在青
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期”和
“黄金期”，这一时期，人的生理出现显著变
化，身心发展日趋完善，个人行为、习惯、兴
趣、爱好、性格特点逐渐形成。同时，这也
是个人自我定位、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
重要时期。刘清霞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和民族根基，也是中
华民族复兴、昌盛的强大凝聚力和智慧宝
库，学习传统文化不仅能够让青少年了解
自己民族的文化背景，同时也能在他们的
成长过程中注入文化自信。

解析

为什么要让传统文化为青少年注入文化自信？

亲子讲堂上，刘清霞娓娓道来。

当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处于认知阶段
时，往往会被一些片面、朦胧的思想或意识
所影响。所以，现在对传统文化也有许多错
误的认识。“在家庭教育中，家庭氛围、父母
的榜样作用、父母的引导对孩子的成长至关
重要，所以，家长要做到转变、培养、坚持，让
孩子自己从这些负面的影响中走出去。”刘
清霞说。

转变对传统文化的看法

刘清霞认为，如今，少数人把传统等同
于封建，还理所当然地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守
旧。其实，这是因为当今时代信息瞬息万
变，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很多家
庭的孩子，特别是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沉迷
网络游戏无法自拔。对比网络游戏的高速、
动感，传统文化被错误地等同于枯燥无味，
所以，首先要让青少年从这个误区走出来。

培养一些传统的兴趣爱好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要想自信，首先不
要自我贬低，试着培养一些兴趣爱好，不要
拿别人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比，帮助孩子
面 对 挫 折 ，孩 子 感 觉 到 家 长 对 他 有 信 心
等。因此试着培养一些传统的兴趣爱好，
不仅能树立孩子的自信心，更能增强文化
自信。

始终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任何事情，要取得成功，都必须坚持不
懈。在家庭教育中树立文化自信，更多是
要靠家长的支持、鼓励，靠家庭氛围的沉
淀。因此，当孩子面对困扰和挑战时，作为
家长必须坚信三点：首先，传统文化最有底
气，家长支持最实际；其次，传统文化最益
启，家长鼓励最关键；最后，传统文化最深
沉，家庭沉淀最深远。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
化 是 一 个 国 家 、一 个 民 族 的 灵
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
民族强。刘清霞认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勤劳和智慧的
结晶，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
奋进的不竭动力，也是人类共有
的精神财富。对于这份沉甸甸的
文化遗产，任何一名中国人都应
当充分认识并有效继承。

“小时候爱国是因为爸爸妈
妈告诉我要爱国，现在爱国是因
为我真的喜欢中国。”刘清霞与现
场的家长分享了一张评论截图，
是一位青年网友在互联网平台一

个讲述中国文物的视频留言区的
留言。刘清霞说，现如今，像这样
讲述、记录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
强古风特色的短视频、音乐 MV、
综艺等在网络平台上并不少见，
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注意力。

“过去学生学习的就是书本
上的知识，现在十多岁的孩子在
互联网上获取信息却可以知晓
天下事。”所以，不得不承认，“现
在年轻一代思考的事情，不比我
们这些中年人少。甚至对于一
些文化方面的东西，他们的思考
比我们还要深刻。”刘清霞认为，
物质生活的优越、高质量教育的
完备和从小就接触和学习互联

网技能，让现代青少年拥有更广
阔的视野和知识素养，以及对高
品质文化内容的追逐。“现在年
轻人喜欢知识密集、有价值、有
营养、正能量的节目。”

同时，她也发现，现在很多网
络平台上关于国风的视频和产品
很受青年人的喜爱。这些内容从
传统中来，通过创新和艺术加工，
以非常现代的方式呈现，变成现
在年轻人愿意接受的内容。“让年
轻人真正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
喜欢它、自发传播它，甚至是参与
到传统文化的创作和改进中来，
这样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被继承
和传承下去。”

京剧、腊八节、《本草纲目》、
文房四宝、孔子……中华文化博
大精深、源远流长，也形成了各具
特色的传统文化。刘清霞现场以
拆文解字的形式，为家长讲述了
文化的定义。

所谓“传统”，是指人类的生
存行为经由历史凝聚、积淀传承
下来的稳定的社会价值形态和文
明形态，如伦理道德、价值观念、
风俗习惯、艺术传统、行为规范

等。“文化”意思是“以文教化”，指
人类在生存实践活动中创造积累
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总和，
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
化、行为文化。刘清霞表示，传统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中形成、
积淀的，带有鲜明个性特征和稳
定性特征的精神文明形态、物质
文明形态和行为文明形态。

“同时，传统文化还具有民族
性和稳定性。”刘清霞描述道，一

个民族总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生
存环境和实践环境中，这种具体
环境中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价
值立场与行为范式就是传统文化
的个性特征。传统文化有其形成
的条件、基础，也有其固有的价值
认同和文化立场，这种凝聚着广
大社会成员的情感意志，具有强
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和排异功能，
代代相传、绵延不已的文化立场
就是传统文化的稳定性。

定义

什么是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