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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策略 
易永平 

（湖南女子学院  410004） 

摘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历经世世代代的传承与发扬，是民族文化的“基因”与“血脉”。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高校思政课程相契合，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化发展的需求相符，
可以引导学生增强文化自信，形成文化自觉，有效传承和创新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对此，本文主要对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融入优秀传
统文化的实践策略进行了探讨，以供高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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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高校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渠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内容极其丰盈，包括价值
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囊括人格修养、道德品质、爱国情操的养
成等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老根”。高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传
承创新的主阵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增强大学生思政课的吸引
力、感染力，更重要的是将不断创丰富思政课教学工作的内涵与外延。
在思政课教学中充分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是思政课教学改
革的必然之选。 

一、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1.优秀传统文化是激发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鲜红旗帜。 
爱国主义在传统文化中是民族精神的关键内容[1]。爱国主义是推动

民族进步的鲜红旗帜，诸多爱国人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忧国忧民的爱
国情怀予以了诠释，谱写了诸多英雄赞歌。引导大学生站在历史发展的
角度，学习传统文化，加深学生对我国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的了解
尤其是对英雄人物的故事的了解，可以有效滋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以及历史使命感。 

2.优秀传统文化是激励大学生自强不息的动力源泉。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的奋斗
史。“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神话故事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
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天生我才必有用”等名
言警句豪迈奔放地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是当代大学生
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摇篮。 

3.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大学生树立正确三观的文化血脉。 
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内涵丰盈充实。习近平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概括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如“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追求的是奉献精神、“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推崇的是
人生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注重的是社会责任感、“君子义以为
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崇尚的是价值取向，这些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宝贵的精神滋养元素，必然会影响和塑造学生正确的
三观。 

二、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策略 
（一）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 
课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课堂教学使效果最显著、最直接

的方法，可以系统、科学展开优秀传统文化教学[2]。高校常规的思政课，
大部分学生都觉得其理论太高冷，亲和力不够，学生获得感不强。高校
以及教师要积极把教育的束缚观念打破，对学生的主体地位予以尊重，
积极引导学生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加深大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精髓
的了解，明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时代价值。积极创新思政课
教学内容，可以专门在思政理论课教学中安排传统文化内容，把戏曲文
化、百家思想争鸣、古诗词欣赏、四书五经解读、经典故事等融入其中，
选择使用优秀范文当作教材，如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等。
若是条件允许，高校、学生和教师还可以采用视频影像资料或有声读物
展开教育教学，也可以鼓励学生积极点评或讨论传统文化读本。采用多
样化的教学方式，如网络教学、影音教学、多媒体教学等，以便于学生
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传统文化。立足于学生的兴趣点，将其积极主动
性充分调动起来，以便于学生保持愉悦地心情，主动发现与探讨问题。
在思政课教学中，既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充分展示出来，也要
和其他学科充分融合在一起，借助掌握知识结构和历史脉络，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有更加系统性地认识。 

（二）在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上融入优秀传统文化 
从教学方法入手，在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这必

须运用恰当且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方式，对课堂教学模式予以创新，把封
闭式教学转变为开放式教学，把单项灌输式教学转变为双向互动模式。
教师可以采用探究性教学，以问题为课堂主导，以此将学生的自主性充
分激发出来。立足于具体授课内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案例与问

题进行设置，用问题引导学生，借助社会调研、小组讨论，答辩等环节
给予学生引导，让其独立对传统文化问题进行思考。使学生在探究的过
程中充分认同与了解，主动牢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校思政教师还可
以利用发达的大众传媒技术，丰富思政课教学资源。央视开展的《百家
讲坛》《诗词大会》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受到了大学生的亲睐。教师在
课堂教学过程中，应利用大众传媒选择学生喜欢的话题，以此激发学生
浓厚的兴趣[3]。同时，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课堂活动，如课堂演讲、
课堂观影等方式，让其展开深入思考。借助丰富的形式与资源，使大学
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促进高校思政课实效性提升。 

（三）在高校思政实践课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 
在高校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社会实践至关重要。高校学生借

助亲身投入到实践之中，主动深入了解优秀传统文化，深刻领悟优秀传
统文化精神。在思想政治的实践教学课中，教师可以立足于高校大学生
的特点，借助重大纪念日或传统节日组织开展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同时
有蕴含深厚文化层次的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如开展传统文化知识竞赛、
传统文化艺术展览、百家讲坛、经典诵读等实践体验活动，以此加深大
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感受，使其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优秀传统
文化的熏陶。高校思想政治教师可以与文化保护传承和区域特色文化等
相结合，积极开展多样化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其充分体验到传统优秀文
化特别的地方。历史文化遗址、历史博物馆、名人故居、文化馆等均能
成为高校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的主要阵地。 

（四）提高广大教师运用传统文化的能力 
教育者素质既和高校思政课教育质量息息相关，同时和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课融合的质量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4]。所以，高
校应有意识地针对教育者加强培训教育，以便于其将合理融合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和思政课教育的方式方法掌握好，有助于教师积极对自身的思
政课教学予以创新，可以给予学生更为科学的指导，提升教育实效。应
注意的是，在教育培训教育者的过程中，学校应积极开展思政课如何融
合优秀传统文化的专题讲座，要保证教育培训的针对性，以此确保教育
培训可以有效促进高校教育者教育素质的提高。优秀的教师可以为大学
生思政教育有效弘扬与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使优秀
传统文化和大学生思政教育有机结合。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
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高
校思政课教学过程中，不仅和我国政府所倡导的要求相符，同时也是我
国高校思政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
学之中是新时代人才培养应有之义。广大教育者应充分认识党现阶段的
教育问题，遵循融合原则积极对融合策略进行设计，竭尽全力在弘扬传
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促进高校思政教育良好发展，不断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培育能担当民族大任的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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