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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融合研究 
赵欣雨  嵇  毅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23） 

摘要：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5000-7000 年之前甚至还要久远，在这漫漫的几千年间，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
过了漫长的发展。但在当今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西方国家的一些思想和文化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冲击力巨大。因此，通过将互联
网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提高传播度，加深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同时将”互联网+传统文化“模式和高校通识教育融合。实现中
国传统文化社会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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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融合研究概述和开

发理念 
(一)“互联网+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融合研究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现如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人们对传统文化

的认知日渐模糊，甚至有传统文化些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
有些传统文化已经模糊本来的面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传统文
化老旧俗套。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互联网已经进入到人们的
工作、学习、生活中，将互联网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通过
开展线上平台，让学生熟悉了解传统文化，线下将传统文化与
高校通识教育融合，贯穿到现实课堂之中，让学生在学习中, 学
会去芜存菁, 而不是将所有的文化都盲目继承, 要将那些有利
部分要继承, 糟粕部分要扬弃。让中国传统文化能够适应新时
代。 

(二)“互联网+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融合研究开发理
念 

信息时代的到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大便捷之外，但同
时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也日渐模糊，甚至有些传统文化面临
后继无人的窘境。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中，运用“互联网+传统文化”的模式，
让大众更加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将“互联网+传统文化”和
高校通识教育融合起来，让现今主导社会的年轻人能够深入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传统文化能够流传
下去。 

二、“互联网+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融合研究市场需求 
(一)问卷调查：了解大学生是否支持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

育相融合 
（1）调研内容：通过问卷，采访和百度数据分析等途径对

武汉各高校在校大学生之间进行调研 
（2）调研对象：武汉各高校在校大学生  样本数量：368 
调查情况：目前武汉各高校在校大学生对是否支持传统统

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相融合，6.63%的人觉得没有任何兴趣；
39.16%的人觉得有一点兴趣；54.22%的人觉得很支持两者融合，
能够更好了解传统文化。 

调查结论：大部分人很支持传统文化和高校通识教育相融
合的，愿意去接触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二) 从高校角度来看，开展与传统文化有关的通识选修课，
可以培养大学生的自我修养，增加知识文化领域，提升自我能
力。 

(三)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开展与传统文化有关的通识
选修课，不仅可以增大中国传统文化的知名度，还可以加大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四) 通过互联网+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融合的模式可
以将高校与传统文化两者相结合，既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局
限性和青少年对对传统文化的默然，让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更好
的传承；也让大学生丰富自我认知，提升自我能力。 

三、“互联网+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融合研究运营模式 
(一)“互联网+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融合的商业模式 
（1）价值定位 
“互联网+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融合模式是为了解决

在互联网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渐没落和被人忽
视，利用互联网加大大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悉度，再通过与
高校合作的形式，让年轻一代深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最终达
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 

（2）目标市场 

“互联网+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融合模式主要是针对
各高校在校大学生，现阶段主要是针对武汉地区各高校的在校
大学生。后续逐渐面向全湖北省，再到全国高校。 

（3）市场大小 
“互联网+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融合模式，该市场目

前仍是小众市场，但近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在逐步上
升，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主席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
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由此可见，将“互联网+传统文化”与
高校通识教育融合的市场前景广阔。 

（4）增长情况 
近些年来，国家方面越来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党的

十九大中习近平主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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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现如今也有许多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综艺等，打开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知名度，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甚至喜欢上传
统文化。因此，增长速度大幅度上升。 

(二)“互联网+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融合的推广模式 
“互联网+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融合模式的实现主要

通过线下推广和网络平台宣传两种方式进行宣传，最终实现“互
联网+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的融合。 

（1）线下推广 
在互联网+的新生态环境下，营销活动越来越受到企业们喜

爱，线下推广正是在移动互联的大环境中，它是营销活动的闭
环，线下推广效果直接决定整个营销方案最终实际效果。 

除此之外，线下推广方式简单便捷，成本低，能够直接与
大众进行实时沟通。例如：制造话题型，强化品牌型。前者为
了吸引更多人的注意，获取更多的关注；后者为了打造一个良
好的形象 

（2）网络平台宣传 
网络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力迅速膨胀，所以互联网也就演化

为企业快速成长的发动机。网络宣传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媒体
的宣传，由于网络的特殊以及信息资源的庞大，网络宣传传播
范围广、不受时空限制,拥有最有活力的消费群体,具有交互性和
纵深性,投放更具有针对性,受众关注度高,网络宣传缩短了媒体
投放的进程。 

四、展望 
“互联网+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融合模式通过互联网

+带来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适应当前时代的发展，线上线下相互
衔接，拓宽发展渠道。通过“互联网+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
育融合，不仅能够让传统文化能够快速发展，被人熟知，而且
通过与高校合作，让中国传统文化被年轻一代所熟知，让其能
够不断创新，让中国传统文化更能适应当前时代，并随时代的
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互联网+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
融合模式在合理规避风险的情况下，前景是一片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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