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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经过了上千年的积累

和演变，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

涵和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观念、道德品

质、行为理念等，是民族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集中体

现。高校思政教育作为一门通识学科，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高校思政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具备一定的交融性。

在当今全球信息化时代，大量的西方文化充斥而来，给

我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不小冲击，大学生的思想信念、价

值取向都发生了一些转变，各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

个人主义思想不断涌现，阻碍了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开

展。从文化自信的视角出发，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渗透优

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有利于提高

思政教学质量，帮助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三观意识，促

进大学生全面综合发展。

1  当前高校思政教育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的
不足

1.1 教学形式单一，对传统文化认识不足
思政教育旨在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精神和成果，全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引导课程，对大学生

进行系统的德育教育，促进大学生完善个人人格，形成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然而，当前高校思政教学

中多少缺乏一些传统文化元素，使得思政教育形式较为落

后，教育效果差强人意。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政教育的重

要教学资源，在弘扬和继承传统文化、引导学生道德思

想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高校教师对传统文化的

认知不足，导致传统文化资源在思政教育中的利用率不

高，思政教学形式单一，约束了思政教育的创新发展。

1.2 网络平台掌控不力，文化建设宣传不足
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全面来临，各种网络平台、

移动终端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生产及学习方式。大学生群体善于发现并接受新事物，

他们喜欢利用网络平台、移动终端开展互动交流、进行

学习和娱乐。与此同时，丰富繁杂的网络环境中存在很

多不确定因素，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引导形成冲

击。因此，网络大环境给高校传统的思政教育工作带来

困境，唯有打造融合新载体的高校文化建设宣传阵地，

才能促进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但是，在高校实践

教学中，通常情况下会忽视对网络平台的掌控，其软件、

硬件建设投入不足，导致以新媒体平台为载体的文化教

育和思政教育融合不足，无法充分发挥文化的宣传作用。

1.3 思政实践教育中轻视传统文化的引领作用
目前，大部分高校实施思政教育的形式主要有思政

课堂教学、校园文化活动、社团组织活动、专家专题讲

座、社会实践活动等。然而在具体思政教学开展过程中，

教师通常都过于注重理论轻视实践，使得教学的形式高

于内容。在实践教学活动中，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往往不

高，轻视传统文化思想教育在社会实践、就业创业、个

人职业规划等方面的引领作用。

2  高校思政教育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2.1 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意识
尽管现今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物质的满足

并不意味着精神世界的丰富，很多大学生在美好的物质

熏陶下，缺乏明确的精神目标，贪图享乐、空虚焦虑、

没有责任感。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文化素质教育滞后于

社会经济发展，大学生容易迷失方向找不到自我。在互

联网信息时代，千变万化的网络世界鱼龙混杂，各种新

思潮和新理念层出不穷，多元化价值观念凸显，为了帮

助大学生在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中提高是非辨别能力，树

立正确的三观意识，高校必须在思政教育实践中渗透优

秀传统文化知识，以此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提高大

学生的思想意识，从而有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以及世界观。

2.2 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

的道德思想内涵，告诫并教导后人要爱国、诚信、礼让、

孝道、谦卑、乐善、好学等，这些优秀的人格品质正是

当代大学生所需求的。因此，从这个视角分析，将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中，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提高

综合素质，促进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有的放矢，提高思政

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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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利于丰富思政教育教学资源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政教育教学资源

丰富，就目前高校思政教育中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情况

来看，传统文化的价值并未得到最大程度上进行挖掘利

用。因此，为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和功能性，扩大学

生对思政教育的认可度，强化思政教育成果，高校必须

要及时调整教学方案，在思政教育中融入多元化传统文

化元素，有效丰富思政教育教学资源，促进教育质量的

提高。

2.4 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在习近平看来，文化自信就是一种更基础、更广泛

以及更深厚的自信。从文化自信的视角来分析，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也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源泉。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

强化大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了解，有利于提升

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形成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增加思

政教育的底气，促进大学生思想内在升华并外化于行，

自然而然的提高自我思想觉悟意识，承担起国家和社会

赋予的责任和使命，继承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思想和美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3  高校思政教育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分析

3.1 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传播环境
高校应该积极优化整合校园宣传资源，利用校园广

播、校刊杂志、校园宣传栏以及新媒体平台等，将其作

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促进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学

生生活及学习的各个方面。如高校可以利用校刊杂志平

台，积极鼓励有才华的大学生参与撰稿，定期刊登一些

与优秀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主题知识和内容，包括爱国

篇章、文化习俗、诗词鉴赏、传统节日由来等，既调动

了学生的积极性也促进了其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从而为

高校思政教育的开展提供有利的环境支持。

3.2 在思政课程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思政课堂是高校思政教育的主阵地，在思政课程中

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如历史文化故事、历史名人秩事、

民族文化习俗、道德文化意识等。），有利于丰富思政教

学资源，提高思政课堂质量。如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学时，教师可以结合我国历史上的儒家

思想包含的“仁、义、礼、智、信”学说，延展优秀传

统文化的精髓，不仅有利于活跃思政课堂氛围，还利于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领悟。

3.3 思政教育形成多元化教学模式
思政教师可以采取模块化教学形式，结合优秀传统

文化知识，将思政教学课程设置为爱国主义、道德主义、

规范主义等模块，有针对性的实施思政教学内容。如优

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题材就特别丰富，教师在解读

爱国主义时，可以结合历史上的爱国典故、爱国人物来

拓展教学内容，像民族英雄文天祥、爱国诗人屈原、精

忠报国名将岳飞、抗倭名将戚继光、舍生取义烈士刘胡

兰等数不胜数，他们的英勇事迹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

学题材。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爱国主义电影，如

《红海行动》《战狼》《建军大业》等，学生在观影后能

够有效触动内心，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爱国热情高涨，

民族自豪感剧增。教师还可以要求学生撰写观后感，并

与学生共同探讨学习，研讨影片中传递的传统文化内容，

从而提高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培养学生良好的

爱国主义情操。

3.4 积极发挥网络和新媒体教学作用
高校要善于利用网络和新媒体平台，通过校园微博、

校园微信公众号、校园官网等社交平台，频繁推送关于

思政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相关内容。如在端午节、国

庆节这类节日期间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发布爱国题材电

影、爱国歌曲、爱国事迹篇章等，提高学生的兴趣，激

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同时提高传统文化传播的现代化教

学水平，营造良好健康的校园网络环境。

3.5 开展丰富的传统文化活动
高校要转变教育理念、优化整合教育方式，积极开

展多元化传统文化活动，从而激发学生的思政学习兴趣。

如结合一些传统文化节日开展主题活动，在清明节时期

组织学生到革命纪念馆、英雄烈士陵园扫墓，追忆革命

先烈，抒发爱国主义情怀；在重阳节组织学生到福利院、

养老院慰问帮扶，让学生学会尊老敬贤；通过学生会组

织开展传统文化知识竞赛、观看爱国主义视频等活动；

发挥大学生社团功能，在艺术、文学、体育类社团活动

中融合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支持汉服、茶道等民族文化

的宣传。上述方式都能有效加深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知和了解，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让优秀传统文

化有效渗透思政教育的各个方面。

4  结语

总之，高校思政教育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

意义，高校要注重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育人作

用，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传播环境，在思政课堂教学中

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形成多元化教学模式，积极发

挥网络和新媒体的教学作用，开展丰富的传统文化活动，

从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完美融合，大力推动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全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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