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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路径探析 

许红艳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266100） 

摘要:思政教育是大学生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大学生三观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要采取有效措施和途径加以落实。

本文通过新媒体传播、课堂师资整合、校园文化培养等途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工作进行了简要分析，以期正确引

导当代大学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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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意义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

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国家、

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大学生群体作为新经济发展

时代下的优秀青年，正处于三观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时期，

在其思政教育的过程中充分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其人生目的、人

生态度、人生价值都可以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与升华。 

(一)为大学生思政教育注入了新的思想理念 

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价值理念，有利于充实思政教育内容资

源，具体而言:传统文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具有仁爱、以人为本、

正义的时代价值。当前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

变化。大学生思想活跃在其思政教育工作开展中渗透优秀传统文

化，适应大学生思政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

对促进大学生的人格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为大学生思政教育提供了技巧与方法 

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教育思想为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开展提

供了方法指导。举例来说，《论语为政》中提到“道之以德，齐之

以礼，有耻且格。”强调德行的重要性；再如，“有教无类”，受教

育者不管身份高低皆可接受教育，这种教育思想一直延用至今。不

仅如此，传统文化关注因材施教，注重受教育者个性化发展。通过

将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精髓合理地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过程

中，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大学生思政教育提供方法引导，使优秀文

化真正根植于学生的内心深处，而外化于行动上。 

(三)为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开展提高了实效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改变了我国传统

大学生教育价值观和教学模式，拓宽了对大学生的思政理论教育工

作开展的渠道和途径，增强了更多的大学生对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

理解和认同感。使大学生的思想理论政治教育工作具有较大的社会

吸引力，进一步提高了对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的教学实效性。 

二、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现状 

(一)高校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氛围不够浓厚 

当前各大高校已然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

值，并推行了相关课程活动。但在实践过程中，一些高校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宣传仅仅停留在一定时期且采取的宣传方式过于保守、传

统。相较于弘扬传统文化的经典诵读、书法鉴赏，大学生更喜欢参

加创业实践、出国留学，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大多数学生对涉

及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缺乏参与热情，当然，这与传统文化的宣传

方式关系密切，目前，有关传统文化高校大多采用社团、夏令营等

自发性活动，而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化的宣传方式，这使得学生对传

统文化的认知较为浅薄且认同感不强。 

(二)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专业师资匮乏 

教师是教育工作的直接承担者,教师的教学、研究水平直接影响

教育成果的好坏。传统文化的讲授传播要求教师必须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并将其对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融入对学生的思政教育

当中。当前，传统文化教育在高校中的应用时间尚短、专业从事传

统文化教育研究的教师数量不多且专业水平高低不等，这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 

(三) 学生对传统文化认同度低，参与性不高 

“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自强不息、扶危济困等传统美德，求同

存异、俭约自守等人文精神。”将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大学生思政

教育过程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然而，目

前一些大学生在学习成长中过于追求个性发展，忽视了优秀传统文

化所蕴含的传承价值，造成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度低，参与性不高，

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工作开展。 

三、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路径 

(一)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作为传播媒介，加大宣传的力度 

调查显示，许多大学生有学习了解传统文化的意向，但涉及传

统文化的社团、组织较少或不成规模且不同学生的教育方法和教学

方法不同。对此，为使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的融入思政教学与工作，

教师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与宣传方式，利用学生使用高频的

微信、抖音等 app 软件扩大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生群体中的传播力度。

当然这就需要教师本身对这些视频软件掌握熟练。同时，各高校可

以联合活动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举办传统优秀文化传承、交流的活

动，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和专家讲座等形式加大与学生的沟通渠道。 

（二）重视课堂建设与师资培养 

首先，重视课堂建设，站稳传统教学的主阵地，开设专门的传

统文化课程扩大传统文化在学生中的影响力与辐射面并将其渗透

进日常课程内容。其次是注重师资培养，具体来说，高校要重视传

统文化人才的培养，对外不断吸收教学科研水平过硬的教师，对内

通过吸收相近专业教师鼓励融合参与，为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后续力量。 

(三)加强校园文化培养，丰富传统文化团体建设 

各大高校可以通过开展知识竞赛、学术研讨教育活动，提高学

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利用中华传统文化社团建设扩大影响力，激发

大学生的组织活力、增强集体发展的凝聚力，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感

染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格。 

总而言之，在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结合实际情况，依

托新媒介传播平台，使大学生在传承经典的过程中，逐步感受传统

文化的优势与魅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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