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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近现代开始的西学东渐推动了我国科技
和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其中，教育更是基于中西文化的
融合，对接世界教育体系 [1]。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
济和科研等多方的崛起与文化自信的提出，文化构建上
出现的传统文化价值本位缺失成为教育界亟待解决的重
要课题之一。面对“大思政”格局，作为“以德育人”
为目标的高校教育，尝试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地方传
统优秀文化融入思政课程，这对于推进传统文化发展，
重塑高校学生传统道德和高尚理念，具有研究探讨价值
和社会实践意义。

1  浅析相关理论

1.1 高校课程思政教育
所谓思政教育，顾名思义，是指依托于思想政治相

关课程和理念，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教育途径
和教育方式，其目的是为了培育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政治观念。高校作为孕育人才的
摇篮，紧跟新时代发展需求，设立和完善思政教育体系，
是政治建设诉求，更是教育优化目标 [2]。

1.2 地方传统文化
地方传统文化，即我国每个地方独有的特殊文化，

产生于当地人们长期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经验中，是地域
文明智慧的基本元素和珍贵结晶 [3]。我国幅员辽阔，几
乎每个地域都拥有其独有的传统文化，但是不论是中华
传统文化还是地方传统文化，都有历经沧桑而积淀传承
下来的精华部分，也有立足当今时代高度，不适宜社会
发展的部分，而这些精华部分，即优秀传统文化，将其
予以挖掘和合理应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当代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4]。

2  当代大学生道德现状分析

在当前中西文化交融的现代社会，各类思潮突破时
空局限在网络上快速传播开来，对当代大学生文化价值
观念带来剧烈冲击，多元化和功利化日趋成为更多大学
生的价值取向，传统文化中提倡的温良谦恭和礼义廉耻
等优秀理念遭受质疑。

2.1 缺乏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一些高校大学生在求学过程中，更为注重考试成绩

和升学，而忽视了对中国和地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了解，
对民族归属感日趋淡漠，对地方文化自豪感缺乏认同，
对集体缺失责任感。

2.2 缺乏远大理想目标
一些高校学生受到西方个人主义影响，将个人利益

至上的功利主义奉为圭臬，很容易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
潭，从而忽视个人远大理想目标，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
集体利益，追求暂时安逸和享受。

2.3 诚信观念不被重视
诚信作为我国自古以来推崇的道德品质，也作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在一些高校学生的
道德体系里却不被重视，严重缺位。受超前消费观念、
攀比风潮和及时享乐主义影响，当代高校学生应试舞弊、
论文造假、非法借贷等新闻屡见不鲜。有相关资料显示，
我国高校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失信行为数据高达 39%。

3  肇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
代要求

由上可推论，新时代社会背景下，我国高校学生的
道德素养亟待提升。当前，高校开展思政教学正好满足
了这一需求，其中，思政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路径，
因其具有促进高校搭建特色文化育人机制，实现“以德
育人”目的的优势，而得到广泛推广。立足于肇庆优秀
传统文化内容，和当前“大思政”教育格局，探讨将前
者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代要求可为其实施路径
提供理论基础。

3.1 有利于立德树人的培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高校的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
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
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而衔接中国传统文化（诸如
言行必果和克勤克俭等），将肇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高校课程思政（诸如深挖大宋名臣包拯在肇庆的政绩事
迹），有助于培育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促使增强爱国情感和集体责任感。反之，为了实现
高校“以德树人”教学目标，立足于当下多元化价值取
向的时代，也必须将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和地方传统文化
中所蕴含的内涵和宣扬的精神融入思政课程教学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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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教学安排，更是时代要求。

3.2 有利于认同感的培育
肇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

优秀传统文化，如，闻名中外的端砚；传统音乐文化资源
（民歌、采茶、八音班、贵儿戏等）历久而弥新，是肇庆人
民和中华民族经千年发展创造出的宝贵财富。将其融入高
校思政课程，有助于加强高校学生对肇庆本土文化和中华
优秀文化的认同，对于文化的传统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3.3 有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肇庆地方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是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内含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内涵，是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资料宝库。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基本都是我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理念的总结，是民族精神的凝练表达，因而，将肇庆地
方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程，有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对助推“中国梦”的实现具有实践价值。

4 综述肇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

多元化文化冲击背景下，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
校思政教学，是时代要求，也是改变高校学生道德素养重
要品质缺位的现状。以肇庆优秀文化为例，结合工作实践，
笔者提出以下四点将其融入高校思政教学的实施路径。

4.1 建立肇庆优秀传统文化纳入高校思政教学的
体制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
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架构肇庆优秀传统文
化纳入思政体系，关系高校培养人才的问题，因而，为
保障地方文化能融入思政教学，建议开展教学改革，建
立高校建立肇庆优秀传统文化纳入思政教学的体制机制，
内容包含：其一，权责落实，以保障制度落地；其二，
建立考核体系，以确保教学效果实现；其三，为教师教
学提供充分保障和条件，以确保教学得以更好实施。如，
教学中需要为学生呈现怀集县大岗镇八音班表演，以感
受肇庆优秀传统音乐文化，高校当资料库完备，便于及
时为教学提供专业团队表演的录音或音频资料。

4.2 建立肇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学课
程体系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

干意见》中明确表示，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政教学的重要
内容，为保障肇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学的教
学质量，前提是摒弃形式主义，将肇庆的优秀传统文化
元素纳入课程内容，建立肇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
政教学课程体系。如，将具有肇庆地方性特色和人文性、

艺术性特征的怀集县桥头镇贵儿戏表演纳入思政课程，
深挖其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引导学生了解肇庆各地域
的历史变迁和艺术发展，提高学生艺术欣赏水平和文化
素养；讲述利玛窦来中国大陆，肇庆开启他传播西方文
明第一步，培育学生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等。

4.3 强化教师队伍责任感，创新教学方法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意见》强

调“要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文化教育培训，全面提
升师资队伍水平。”可见，传统文化培育还有待完善，教
师文化素养有待提升。因而，将肇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高校课程思政教学中，需要通过培训、辅导和考核等多
方式促使教师队伍专业能力提升，深入了解肇庆传统优
秀文化，志愿将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予以传播，成为有信
念、有责任感和有能力的新时代教师。
此外，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也是关键。肇庆优秀

传统文化作为地域性文化，特别是独一无二的特色文化，
如，肇庆民歌文化，对于外地学生来说，缺乏较为广泛
的群众理解基础，因而教师将肇庆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
政课程时，应当创新教学方法。一是，善于运用与专业
教学知识内容相关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诸如在宣
扬弘扬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义精神，可以讲述包拯在肇
庆为官期间发生的民间故事或历史故事，采用案例教学，
既能提升学生学习主动性，还能潜移默化达到育人目的。
二是，善于运用传承优秀文化的多元载体。信息时代背
景下，教学改革要与时俱进，灵活运用各类载体，如，
可以在教学中辅以能体现肇庆优秀传统文化的网络文学、
短视频和小故事集锦等，以传承肇庆文化基因。三是，
开展各类承载肇庆优秀文化的校园活动，如，筹办“万
人书写大赛”、举办山歌、年宵灯歌等肇庆民歌的收录和
采集活动、开展名人故居参观考察等活动，体验传统文
化魅力和领略历史人物的不朽精神风貌。

5  结语

综上所述，肇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课程思政教学
中，符合时代要求，也有助于塑造学生拥有正确的价值观
念和政治思想，基于此研究背景，笔者针对肇庆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高校课程，提出了四条实施路径，以期为肇庆和
其他地方优秀文化应用于高校思政课程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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