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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加强对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使他们

能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启迪和滋养。同时，还能帮助他们树立和谐观念、正确的利益观和交往

观等。高校应该积极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摒弃其中的不足之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

发光发热。高校一直是秉持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原则，然而，融入过程中也面临一系列困境。高校

大学生缺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高校思政教师队伍与教育资源的不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未能与高校思政课堂有效衔接等，从创新教育形式和内容、提升高校思政教师素养、开展校园文化活动

建设、增强高校校园网络时效性等角度提出具体的融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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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can inspire and nourish them from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help them establish a harmonious concept, correct views on interests and com-
munication. 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learn from the esse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discard its shortcomings, and let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shine in universi-
ties. Universities have always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educating people through culture, but 
they also face a series of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For example, college students 
lack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insufficient team and edu-
cational resourc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and the ineffective connec-
tion betwee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s in 
universities. Specific integration paths a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novating educa-
tional forms and conten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carrying out campus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enhancing the timeliness of campus networks in uni-
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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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大地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沉淀着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追求，蕴含着极

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对“中国梦”的实现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民族的血

脉，更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是增强民族自

信心的基础。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有助于深入挖掘其内涵，

并激发其在高校中的活跃与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要

在新一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得以展现，要积极摄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价值。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智慧思想能够为大学生提供宝贵的精神营养，培养他们正确的价值

观和道德观，并引导他们成为有担当、有责任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

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

才。”[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顽强的凝聚力、感染力、生命力，将其注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去有

着极其深远而伟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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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有助于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教育部颁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大学阶段，应增强学生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2]。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在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中，传统文化可以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例如，儒家思想强调

孝道和仁爱，教导学生尊重长辈、关爱他人，培养他们的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些价值观念对于

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非常重要。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道德教育。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提倡修身养性，注重道德修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高校，对学生三观的树立具有重大作用。

同样，也可以培养他们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意识。通过学习孔子的“仁者爱人”，学生可以明白仁爱之道，

从而培养出宽容、友善和公正的品质。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人文关怀和情感教育。在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中，传统文化可以引导学生关注他人的情感需求，培养他们的人文关怀和情感智慧。例如，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诗词和文学作品，表达了对自然、对生活、对人情的感悟和表达。通过学习这些作品，

学生可以培养出对美的感知能力，培养情感表达能力，并且理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 

2.2. 有助于增强高校师生文化自信 

彰显中国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的基础，是文化强国战略的前提[3]。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密不可分，而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面对外部影响时

坚守自己文化特色并对其充满自信的态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国人民多个历史时期的智慧和创造力，包括儒家思想、道家

哲学、佛教文化、诗词歌赋等。这些文化元素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石。通

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和认同自己的文化身份，从而增强文化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
刚劲有为、自强不息、天人合一、以民为本、仁者爱人是中华优秀所倡导的核心价值精神。实际上，大

学生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帮助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信仰，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可以帮助大

学生提高他们的文化价值，增加他们的知识储备和文化自信。综合进行这两方面的教育，可以更好地促

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和成长。 

2.3. 有助于弘扬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促使大学生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这种融合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认识自我、树立

自信心的重要一环。通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互动、专家论坛和探讨研究

等形式，学生将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加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感，并培养和增

强文化自信心。这一融合举措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人伦关系、道德责任、仁爱友善等价值观，在当代社会依然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到传统文化所弘扬的高尚品德与道

德规范，进一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为成为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奠定基础。在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资源，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的思维创造能力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对其创造力也有极大

的帮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智慧和创造力是开阔学生思维和激发创新的宝贵资源。高校作为

教育机构，担负着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重要使命。高校要让大学生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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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引导学生去欣赏、理解并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贡献。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相对较为薄弱，更加偏向于现代化、西方化的价

值观和文化体系。他们更关注当下的流行文化和科技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理解缺乏兴趣。尽管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仍面临一些挑战。首先，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

认知和兴趣较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使得他们更倾向于接受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其次，传统文化的

教育方式和形式不够灵活多样化，缺乏吸引和激发学生兴趣的手段。此外，传统文化的融入需要教师具

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教育能力，但目前教师队伍中缺乏传统文化专业背景和培养，这也是一个挑战。具

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高校大学生缺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整个地球村，各种文化思潮相互交叉在一起，外来文化在不同程度上深刻

影响着当代大学生，高校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缺乏兴趣，相反对西方文化更加青睐

有加。很多情况下，大学生对西方节日了如指掌，但对我国传统节日毫不关心。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课堂上，学生往往采用机械记忆的方法，缺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精神的深入理解。而高校

在校大学生即将毕业时，面临就业压力，更倾向于开设与就业相关的课程，几乎没有涉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相关课程。久而久之，一些学生对传统文化持有偏见和误解，认为传统文化落后、封闭而不值得

学习。他们更倾向于接受现代科技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抱有抵触情绪。这种心态对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构成了一定的阻碍。 

3.2. 高校思政教师队伍与教育资源的不足 

思政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和素质提高是关键。一些高校思政教育教师无法将其精神要领准确地传递

给大学生，同时，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衡，一些地区和学校在思政教育中缺乏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教师是教学工作开展的重要主体，教师负有向学生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

真理的使命，担负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重任，高校思政教育的开展有赖于教师主体作用的

充分发挥[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密不可分，更与高校思政教师密不可分。 

3.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未能与高校思政课堂有效衔接 

高校思政课堂目前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知识的研究相对缺乏，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政

课堂中的内容和设置显得相对薄弱，缺乏与学生现实生活的有效衔接。部分传统文化内容过于抽象和理

论化，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度。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很大帮助，而

高校的课堂仅仅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忽视历史与文化的关系，大学生很难真正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髓。如果大学生仅凭机械化的记忆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会脱离现实，无法有效地继承与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不可能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和策略 

大学生“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6]，我们应该时刻承担着传承

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同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对于继承并发展优

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素养、坚定文化自信、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文化价值[5]。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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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我们需要认识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并思考如何有效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其中，充分挖掘其内涵，为大学生提供有力的帮助和指导。 

4.1. 创新教育形式和内容 

思政教育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是解决困境的关键。应该注重互动和参与性，通过故事、案例、讨论等

方式引发学生的兴趣。可以策划各种文化活动、实践探究和文化体验，让学生亲身参与其中。在节假日，

高校可以定期举办校园文化建设的相关活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广泛宣传，例如悬挂名人名言、

安置古代名人画像等方法。中华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结晶，通过阅读经典作品，大学生可以深入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激发他们对这一文化的浓厚兴趣。高校要经常开展经典阅读，引导高校师

生阅读中华传统古典书籍。 

4.2. 提升高校思政教师素养 

思政教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的融合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按

照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要求，加强思政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思

政教师文化修养[7]。首先，高校思政教师应该注重自身知识储备，特别是传统文化方面，要不断积累，

不断提升自身的学科素养。可以通过参加学术研讨会、阅读学术期刊、进行研究课题等方式，拓宽自己

的学科视野，保持对学科的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其次，高校思政教师应注重培养自己的文化修养，包

括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知识。可以参观美术馆、博物馆，欣赏音乐会、戏剧演出，读书、

写作等，拓宽自己的文化视野，培养良好的审美能力和人文关怀。最后，高校思政教师应积极参与学术

研究活动，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并与其他学者进行深入合作，提升

自己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高校思政教师应注重自身的文化素养，为了提升文化素养，高校思政教师

应注重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学术研究和教学方法的不断提升。只有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养，思政教师

才能更好地履行教育使命，培养具有良好品德和道德修养的新时代大学生。 

4.3. 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建设 

“今天我们所提倡的继承，是从自然到自觉，自觉推动文化继承向着我们的理想发展、转化、创新”

[8]。如何有效加大对高校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成了当下迫在眉睫的问题。学校应该发挥育人

的作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进来、传下去，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与学术环境。“在实现传统文化现

代化的形式上，应当让传统文化从典籍理论走向社会认知，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从学术研究走向大众

生活，推行文化的生活化”[9]。高校教师应该以身作则，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日常工作当中去.
高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弘扬的重要场所，是教育高校大学生的有力载体，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

文化活动建设可以有效地提高高校大学的综合素养。可以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开展传统文化讲座、展览

和表演等方式，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和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学校还应加强学生社团和组织的

建设，提供丰富多样的参与机会，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4.4. 增强高校校园网络建设 

高校校园网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通过增强高校校园网络的时效

性，与时俱进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效率，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牢地掌握高校校园网络的主动

权。学校要加强对校园网络的检查与监督力度，建立健全校园网络管理与监督体质。一是高校应该组织

专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理念、道德精神等进行分类。二是高校可以结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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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学科建设，开设“中国古典诗词鉴赏”“中国古代戏曲欣赏”“中国古典书画”等网络课程，进一

步深化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提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三是高校可以通过网络平

台，例如微信、微博、慕课等途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富有内涵的形式向外推广，潜移默化地帮助

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打造全方位、多层次、高品位的校园网络平台。 

5. 结语 

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

课堂的有效衔接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和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然而，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仍需要进

一步加强研究和实践，完善相应的教育体制和机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堂的有效衔接提

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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