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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对高职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影响 
余扬 

（保险职业学院 410000） 

摘   要 ：根据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现状，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从传统文化中找到符合时代发展的积极因素，改革

传统文化课程及评价体系，将优秀传统文化与专业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开展以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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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传统文化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宝贵资

源，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有利于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

育。鉴于此，作为高职院校要还原教育本质，不仅要培养具有

扎实专业知识、过硬专业技能的技术型人才，还要培养出具有

崇高精神境界、良好文化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一、高职生人文素质现状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

高职学生年龄正处于充满好奇的阶段，思维活跃，熟悉网络信

息技术的应用，受欧美、日韩文化影响很大，但是很多大学生

尤其是高职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缺少了解，较容易被非主流的

价值观所误导，陷入迷茫和困惑之中。最终可能会导致失去文

化自信。目前，在校的高职院校大学生大多都是 2000 左右出生

的独生子女，自小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当上了职高脱离家长时

就更加的以自我为中心，导致同学之间缺少信任，宿舍关系不

和谐，缺少团队合作意识，遇到困难时心理承受能力差，等大

量问题。因此，寻求积极有效的人文素质教育途径，加强高职

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迫在眉睫。 

二、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没有系统地将人文素质教育纳入人才培

养计划，甚至有的学校还缺乏基本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安排。

还有部分教师忽视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只强调职业技能的培

养，导致人文素质教育在高职教育中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

其根源在于没有长远角度看人才培养。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教

育结合不紧密也是当前高职人文素质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人

文知识的培养和人文素质教育的树立，应该贯穿于整个人才培

养教育体系之中。高职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不能单一化的只培

养专业技能。高职院校应该注重把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正确

的三观、和崇高的职业道德紧密结合起来，以备以后学生走入

社会更符合社会所需人才要求。 

三、优秀传统文化对提升高职院校学生人文素质的作用 

首先，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有利于大学

生开拓创新和协调人际关系。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史

正是在这种精神支撑下能够经久不衰。高职学生在与他人交往

的过程中，由于性格、地域、文化的差异，会产生误会、矛盾

等，要做到宽容大度，以礼待人，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形

成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 

其次，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核心，为大学生确立

正确的人生态度提供了良好借鉴。传统文化中的“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的“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岳飞的“精忠报国”，林则徐

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都可以成为引导当

代高职学生爱国的生动教材，通过学习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

精神，更能激发高职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加深高职学生对爱

国主义的理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途径 

(一)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德育与专业教学相融合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

想、道德理念等，融入到学生的专业教学中去，为道德建设提

供正面启发。职高实习时间长的特殊性要求，必须把优秀传统

文化渗透于专业课教学中。要有有组织有机会的安排学生进入

社会。深入行业，在日常学习和实践中加入优秀传统文化因素。

让学生们更加了解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以优秀传统文化

为主要内容的人文素质教育与学生社会实践相结合起来，才能

使人文素质教育更贴近实际、更深刻持久。 

(二)积极开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广传播 

实现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形式，就是加强校园文化建

设。教育者应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生活和活动

中去。开展主题教育、讲座、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晚会等形

式多样的活动。定期开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书法比赛、文学常

识大赛，交换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名著，开展学习传统文化

经验交流会，开设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名师讲座等，举办有

关传统文化的中秋节、端午节纪念活动等。努力营造适合学生

人文精神发展的校园文化氛围，使学生在优美的校园环境中陶

冶情操、提高品位、升华精神。充分利用国家、省市文化资源

共享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等

数字文化惠民工程的数据资源成果，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

播，制作适合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传播的传统文化精品佳

作。加强校园网络建设，依托学校网络文化、大学生文化工作

室等，拓宽适合高职学生学习特点的线上教育平台。选取一批

有代表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诗文，建设“中华经典资源

库”。鼓励学生在中国大学生在线等设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专栏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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