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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under the impact of western 
ideology, strengthening university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urgent task 
facing universities.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 valuable resour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tegrating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treng-
thening and improv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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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在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面临的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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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宝贵资源，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对于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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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沉淀的实质精华，对构建中华民族的价值观

和伦理道德观具有重要的作用。习近平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1]在全球化背景下，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有利于改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综合素

质，而且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创新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2.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价值 

2.1. 有助于应对文化全球化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冲击 

在当今社会，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人们的思想道德价值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文化

全球化浪潮持续推进，同时国际国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

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传播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利用一切机会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

透，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思想渗透，对我国高校的渗透从未停歇。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使用他们所谓的

人权、民主、自由等宣传他们的价值观，而且经常利用民族和宗教等制造一系列闹剧。这使西方资产阶

级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可能趁虚而入，对高校师生的思想观念造成不可估量的冲击。在国内，目前我国

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大学生面临着大量的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大学生的思想观念

在不断变化。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一些人对西方价值观采取支持态度，坚持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质疑

态度，这种盲目的接受和拒绝是不可取的。在这样背景的影响下，更增加了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困难。由于当前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还不成熟，高校需要及时正确的引导，确保大学生形成正确

的思想观念。面对当前国内的矛盾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不断教育和正确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迫

在眉睫。尤其重要的是要提高大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发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引领作用。

在这个关键时期，高校要把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力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优秀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能够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心，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

使他们能够自觉抵制外国文化的入侵。 

2.2. 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 

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组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它包括文化知

识素养、道德素养、审美素养和人生境界追求以及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人生观、价值观等个性品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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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以使学生成为多方面发展的综合性

人才。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入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对大学生产生积极而全面的影响。不仅能够对大

学生人文修养和思想观念产生影响，而且会影响大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结构。由于我们优秀传统文化蕴

含着无数的哲学思想，大学生可以将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运用到常识的学习中，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

科学引导大学生进一步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优化了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提

高了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由此可见，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将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过程可能是长期

的，但是只有通过这样博古通今的教育，才能使现代大学生真正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为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做出自己贡献的人。因此，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深深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 

2.3. 有助于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是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工作的难点之一，是如何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实效性。现阶段，尽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对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和理解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但其保守僵化，过于理想的

教学模式已经严重脱离实际，教育效果不尽人意。很多 90 后大学生表示不接受，也不欢迎目前高校的核

心价值观教育。他们更喜欢生动活泼、富有趣味的理论课堂。因此，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是解决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难题的好办法。总的来说，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力较强，影响力相对

较大。此外，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中还有许多历史典故和人文故事，有丰富的诗歌、文学等文化资源，

这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更容易接受。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比传统枯燥乏味的单纯理论教育更有效果。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充分利用这些切入点，可以充分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大大增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3.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3.1. 弘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需要 

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党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丰富和完善

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促进了党的各项事业健康协调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

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旧瓶装新酒”的文化建设思想。他提出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

有价值的东西，能服务于革命发展所需要的思想精髓，创造科学的民族的大众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我们党一再强调要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挖掘和利用，使中华传统文化服务于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国提出要继承几千年来的丰富文化遗

产，并结合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大力发扬，做到优秀文化遗产为时代所用。当前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是我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应该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其

合理的构成要素，充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文化资源载体，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当中，更好的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因此，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保持党的思想政治

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3.2. 改善大学生思想道德现状需要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 

目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至于当

前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价值标准倾向主体，自我中心倾向突出，追求个

人利益和个性发展，追求个人理想的需求不断增长。许多大学生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忽视集体利益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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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只注重追求个人利益。当代大学生普遍心理素质较差，存在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同时也缺乏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缺乏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当今社会存在的大学校园暴力问题、自杀问题和辍学现

象更是说明了当代大学生在生活和学业上受到困难和挫折时，很容易出现心理障碍和疾病。大学生是社

会知识水平较高的人，但整体素质与社会期望水平差距仍然很大。大部分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甚了

解，有的甚至否定了传统文化，严重影响了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久而久之，只会导致他

们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逐渐影响大学生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

德素质，改变大学生当前的思想道德现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很有必要。 

3.3.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优秀传统文化的缺失 

文化教育是人类教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应该在传统文化的

继承与创新中发挥作用。当前高校在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虽然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有继承和

发扬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但整体而言，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中没落了很多，这要归因于目前

许多大学忽视了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教育的重要性，使得当前大学生传统文化在高等教育中的严重缺

失。如今，学术界和高校开始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但是由于长期忽视高校传统文

化，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机制，使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能普及，使传统文化的

灵魂失去了制度与现实生活的支撑，削弱了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感，导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

尽管大学生在小学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接触，但是他们的认知水平在当时较低，在大学阶段并没有得到

相应的加强。由于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不深，容易造成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断节和流失。

因此，优秀传统文化应尽快融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去。 

4.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路径 

4.1. 建立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优秀传统文化课程 

在高校教育中，课堂教学是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课堂教学有利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行系统化、理论化和科学化地传授和教育，这是当代大学生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最直接、最便捷、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3]。但是，现阶段一些高校不把传统文化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有的学校甚至没有涉及

到传统文化和相关内容的知识，这使大学生不能系统地、科学地学习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为了更好地实

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应建设相关专业课程。为了更好地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应建设相关专业课

程。这就要求高校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和课堂教学的建设，可以设置独立的课程，如古典音乐，诗歌和

书法作品欣赏课等，可以在高校建立《道德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选修课程，让学生自由选

择课程内容，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政治教育效果。通过这些选修课程的学习，既可以丰富大学生

的知识储备，又能够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要将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话语体系、精神内容

与大学生政治素养、道德品质、人格修养、爱国情怀等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合理运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中，充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4]。因此，为了加强大学生思想教

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教育，有必要将传统文化课程纳入学校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提高优秀传统文化和教

育在全面的学校课程体系，开设历史文化和艺术传统等课程，鼓励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 

4.2. 开展多种形式的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活动 

大学生关系到祖国未来的发展，所以高校的教育不应局限于理论教育和书本教育，还应注重学生的

实践能力。社会实践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社

会实践对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对提高大学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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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素质起着关键作用。在传统文化教育中也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这就要求高校、社会齐心协

力，共同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和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如：可以依托中国的传统节日和民族民

间文化资源，如中秋节、端午节等。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特点，组织大学生喜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如传统

文化知识竞赛和民族艺术表演。大学生通过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能够感受到经传统文化的经典魅

力，这有利于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此外，在社会实践中，要加强与地方博物馆、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和历史文化遗址保护点的联系，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的先进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行

为规范能够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大学生的心中，从而增强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达成知识、

情感和行为三者的有机统一。 

4.3. 建设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优秀传统文化网络平台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网络平台获取知识和信息已经成为学生学习的主要途径之一。这就要求

高校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学生提供健康的网络环境，建立学校的网络管理部门。同时要监督好网络平台，

做好平台的管理和维护工作，为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提供主流的文化背景。高校也建立要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的网站，但要注意突出学校的特色。“中国大学生网”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案例，全国各地的高校都可

以向他们学习借鉴。例如，在网站上提供优秀课程等资源让学生来学习传统文化，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

强大吸引力。通过建立优秀传统文化的网站，既可以增加大学生自身的文化内涵，又可以提高大学生的道德

水平，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文字，图像，声音等形式融入到网站内容中，

可以突破时空约束，利用互联网媒体的互动功能，既可以让学生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又可以在线培

养大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和主动性，自觉承担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重任。 

5. 结语 

综上所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发展需要借助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

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力量。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够弘扬和传承我国优秀传

统文化，而且能有效地提高我国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从而更好地为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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