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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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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文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历史内涵和时代内涵的探讨，针对现阶段高校学生党员群体普遍存在的理想信念缺失、政治觉悟不高、
道德修养有待提升等问题，以及高校学生党支部存在的思政教育流于形式、浮于表面，难以推进业务工作等问
题，提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融入党员教育培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
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融入学生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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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反复强调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
化软实力，要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
使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
之中，从中汲取丰厚养分，从而提升高校学生党建工
作质效，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

纵观五千年文明史，中华民族之所以饱经风霜而
不衰、饱尝艰辛而不败，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其根
本原因在于我们在奋斗崛起的过程中沉淀、传承与发
展形成了具有民族标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是中
华文明历史底蕴的积累反映，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
集中体现，更是中国人民价值观念的全面浓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主要融合了儒、佛、道三家的理念和精华，
其精髓包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
家国观念 ；“讲仁爱、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的君
子思想；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尊老爱幼思想等等。这些文化精髓在潜移默化中影
响着中华儿女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
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
风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期已经融入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其
时代内涵主要包括理想信念树立、个人作风建设、传
统家风传承等等。
二、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存在的问题
（一）  高校学生党员群体存在的问题

高校学生党员群体作为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
是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高校意识形态安全
工作的重要力量。其综合素质状况不仅关乎我国高等
教育事业发展，而且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党
的队伍建设的重要一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目前高
校学生党员群体普遍存在以下问题：理想信念缺失，主
要表现为入党动机不够端正，功利主义倾向较为严重 ；
文化底蕴不足，主要表现为对中华传统文化了解不够、
对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理解不足，缺少文化自信；道
德修养有待提升，主要表现为自我要求不够严格，难
以起到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等等。
（二）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

高校学生党支部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阵地，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质效如何直接关乎青年学
生的成人成才。通过走访调查发现，目前高校学生党
建工作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党建工作与学生工作“两张
皮”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党建工作未能围绕中心工作
开展，不能有效服务于学生工作；党员学习和支部活动
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枯燥、形式单一；等等。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学生党建

的途径研究
（一）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融入党员教

育培养
高校学生党员的学习教育途径主要为党校培训学

习、支部集体学习、党员自主学习等。目前这些学习
途径中的学习内容鲜少出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
服务奉献精神等思想观念通过微党课、H5 等新媒体手
段加入到入党积极分子培训课程之中、支部主题教育
等学习材料之中，以此解决高校学生党建存在的理想
信念缺失、道德修养不足等问题。
（二）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融入校园文

化建设
校园文化建设不仅关乎学校形象，更是关系着广

大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育形成，
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目前各高校虽然十
分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但在建设过程中多采用现代化
形式，忽略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可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等人文精神融
入校园文化活动，如开展“我们的节日我传承”系列
活动，引导大学生了解体验中国传统节日；开展“走进
经典 传承文明”系列活动，鼓励大学生学习诵读中华
经典名著等等，以此解决高校学生党建存在的思政教
育形式单一、文化基础薄弱等问题。
( 三 )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融入学生日

常管理
学生日常管理是高校学生工作的基础内容，关系

着高校的安全与稳定，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应围绕学生
工作的重点内容来开展。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克
己修身、孝老爱亲等道德规范融入学生日常管理，如
以孝为先、开展感恩教育实践活动；以信为本，开展诚
信教育活动；以雅为标，开展文明礼仪教育活动等，以
此解决高校学生党建存在的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两
张皮”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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