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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浅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侯雁芳

（沧州体育运动学校，河北 沧州 061001）

摘要：思政教育是高校育人的重要构成内容之一，高校在思

政教育中科学融入采用文化，不仅能够有效丰富思政内容，拓宽

思政教育范围，更重要的一点是还能增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意识，

提升学生个人品和道德水平，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本

文就高校思政教育融入传统文化的途径进行了从阐述，希望能为

思政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一些理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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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课堂教学中融入

在高校学生培养过程中，课堂教学不仅是学生获得技能与

知识的地方，更是德育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途径以及载体，因

此，当代高校要想将传统文化有效的融入到思政教育中，那么

就必须注重课堂上的融合。在思政教学中，教师应该有意识的

将一些内容进行整合以及引申，从而科学渗透传统文化，让学

生能够明确传统文化对于思政教育以及德育教育的价值，进而

增强学生的认知水平，提升其道德品质以及思想认识水平。此

外，教师还要积极联合其他学科教师深挖学科中的传统文化知

识，让其在学科知识中进行深化，最终与德育教育内容结合，

从而有效拓宽德育教育的范围，加强德育教育学生培养效果。

如在进行学科具体知识教学中，教师可以在知识导入环节，为

学生讲授这个行业的优秀人物的光荣事迹和生命历程，从而以

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中的精神以及素养来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从而增强学生的德育教育质量，让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不

仅获得了相关的专业知识，还提高了他们的人文素养，提升了

他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

二、提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

思政教育的双方是教师与学生，而其引导者是教师，教师的

文化传统素养直接影响着自己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效果的提升。教

师要想科学的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科学融入传统文化，那么就

必须积极提升教师自身的教学素养，从而提升他们的综合水平，

使他们能够更好的为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增强德育教育效果。高

校应该积极的对教师进行有效性的科学性培训，加强教师自身对

于传统文化以及德育教育内容融合的理解，从而使其深刻理解其

内涵，科学有效的采取有效的方法对学生进行教育，从而增强其

培养效果，促进学生综合品质与素养的提升。学校和教师还可以

借助一些网上平台，借用这些平台上的优秀资源进行学习和讨论，

进而增强自身素养，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德育教育服务。

三、推行知行合一理念

除了在课堂上将思政教育以及传统文化进行融合以外，教师

还要勇于打破传统的思政教育理论传授模式，积极组织各类实践

活动，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体会思政教育的真正含义，科学了解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增强他们综合素养的同时，增强他们的思

想道德品质与意识。如教师可以先在课堂上为大家设计一个以传

统文化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并在学生认可的前提下，让学生设计

其中的过程，并对其中涉及到的传统文化知识进行分析和研究，

进而科学完成这个活动。活动设计完成后，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

进行科学实践，并在实践中对这些传统文化知识进行深化以及延

伸，进而丰富其内容，增强其效果。教师还可以在实践活动结束

后，让学生就整个活动设计意义以及自己的感受进行分析和阐述，

从而加强他们对于被思政教育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理解，增强他们

的品质，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

四、在校园文化中融合

校园文化不仅是当代高校德育教育的一大助力，校园文化的

很多内容也是我国优质传统文化的内容，因此，将德育教育的理

念与传统文化在校园文化中进行有效性融合，不仅有利于德育教

育良好氛围的构建，增强德育教育效果，更重要的是其还能丰富

校园文化内容，提升学生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如教师可以从

两个方面进行德育教育。首先是校园文化的“软件”，具体来讲

就是学校邀请一些具备优质传统文化素养的优秀人物来学校对学

生进行讲演，从而提升他们的思想品质，增强其德育素养。另一

方面就是硬件方面，也就是在学校转角或者墙壁等合适位置，写

一些德育教育以及传统文化的名言警句，从而对学生进行潜移默

化的教育，增强他们的综合品质。另外，教师和学校还要注重各

种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新媒体技术手段的运用，用各种方式和方法

加强德育教育以及传统文化的融合，从而增强学生培养的科学性，

促进学生道德品质的提升与增强。如教师可以构建一个思政教育

平台，让学生在这个平台上就思政教育传统文化融合方法以及理

论进行研究，从而增强自身融合的科学性，推动思政教育的有效

化发展。

五、结语

总而言之，思政教育与传统文化融合是我国未来教育的重要

发展方向，我们作为当代教师一定要对其融入理念、融合方法等

进行科学的研究与分析，从而不断增强其科学性以及有效性，最

终科学实施人才培养策略，将学生培养成一个具备优质思想意识

和道德品质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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