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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育的有效策略探讨
赵德良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

摘要：近年来，我国学校教育掀起一股“传统文化”热潮，在语文学科、思政教育中的应用案例层出不穷，也将其育人作用发挥到

了极致。基于此，高职思政教师当明确学生的个性与需求，恰当融入传统文化实施教育，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条件的情

况下，我们还需要革新多种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糅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在课堂上强化学生理论基础，

也要通过实践教学、活动教学等方式锻炼学生思政实践力。本文结合高职思政教育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几点可行且有效的教学策略，希

望能够为学校一线教师提供更多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传统文化；高职思政；有效策略；探索实践

众所周知，思政课是一门公共基础必修课，开设目的是为了

培养高职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积淀千年，在长期的磨炼和积累中形成了智慧结晶。但目前，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育中还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

这也意味着一线教师要积极承担起教育创新与教学改革的任务，

继续探索实践、反思总结。强化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至关重要，

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育中势在必行，也有待我

们继承与发扬、探索与创新。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育中的问题探讨

（一）高职院校对传统文化弘扬力度不够

高职思政教育的目的是育德、育人，因此要培养学生正确的

价值观与人生观。但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着重强化技术育人，旨

在借助多类全新的教育技术、教学方法等，强化学生实践能力与

职业能力，助力学生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这也使得部分院校难

以顾及到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政治教育等等，与高职

院校的办学主旨背道而驰，甚至与学生的长久、稳定发展背道而

驰。这也将直接导致各二级学院并不能按照原计划完成宣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任务，甚至是忽略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中的教育

价值。

（二）思政课程缺乏传统文化的实践性

众所周知，高校对于思政课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在大学

阶段思政课是一门基础必修课，而高职院校的课程设置并不相同，

仅仅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两本教材内容。由于相关教材不完全糅合传

统文化内容，文化元素也显现出隐藏性和浅层性，实质上很难对

学生思想和价值观形成较大影响。也就是说，现行高职思政课缺

乏传统文化的融入和实践指导，对于指导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

力和实践能力提供作用不强，是否扩大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

中的引领作用还有待继续挖掘和深入。

（三）教师对传统文化育人价值开发不够

一般情况下，大部分高职生在生活和学习中接触不到深层次

的传统文化，偶然经历传统文化节日也会受到假期的影响，使得

传统文化的育人价值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而思政课似乎是学生

学习先进思想的唯一来源，所以高职思政教师应当将优秀的中华

传统文化带入课堂，带到学生的头脑里、心里，而不是照本宣科，

不注重思想道德品质教育。笔者认为，学生对传统文化缺乏认识

与思政教师有着密切联系，我们只有借助传统文化内容丰富思政

课堂，也只有以思政课堂为主阵地宣传传统文化，才能够切实增

强高职思政教育效果，为高职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保驾

护航。

（四）学生缺乏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兴趣

我们都知道高职院校是招生录取的最后一个批次，显然可以

得出学生基础较差、学习能力欠佳的结论。因此，广大高职学生

在总体上也呈现出对思政理论知识的认识缺乏、兴趣不佳现象，

也导致思政教育即使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不采用其他辅

助手段也难以达到预期中的教育效果。更何况现在的高职生都是

“00 后”“05 后”，他们的注意力更多被网络吸引，因此很难对

热闹的传统文化节日氛围和传统习俗、传统美德感兴趣。因此，

高职思政课教师应当转变教学方式，在课程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提升他们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进

一步强化其综合素质与核心素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育中的有效策略探讨

（一）高职院校应积极宣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当深入贯彻民族精神、爱国主义，

明白需要培养的是能够正确认识历史、国家、政治、社会、经济

等的优秀人才。那么，高职思政课教学至关重要，这是糅合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立德树人教育的重要场所。相关课程教师也要

积极宣传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继承民族精神、红色基因；还要利

用好有限的文化教育资源，开展多类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活动，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学生，以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发

展学生，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民族，培养学生继承中华民族

精神与红色基因，进一步强化高职学生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

建设良好的校纪校风、班规班风是基础，高职院校及思政教

师应当积极投入到相关工作中，积极宣扬中华传统文化，使得更

多学生注意、理解和探究传统文化。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

着众多风云人物，他们不仅在当世受到称赞和褒奖，他们的事迹

也进一步拓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度和深度。因此，思政教师

就可以利用相关资源宣传传统文化，如在班级墙面上张贴孔子、

老子、庄子和墨子画像等，还可以借助传统美德内容组织班级文

体活动，让同年级各班宣传良好的竞争关系。当然，诸如此类的

活动必须动员更多班级和学生加入，甚至是在全校范围内掀起一

股“传统文化”热潮，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以思政教师牵头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调动更多师生共同参与，

是今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育中的必然趋势。

（二）思政课程中应深度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虽然高职院校的学生文化基础差，但他们在理论学习方面并

非严重缺陷，多加指导还是能够达到理想教育效果。而学生缺乏

思考和实践就难以挽回了，因此一线思政教师必须转换思路，尤

其要着重丰富教学内容和创新教学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教学过程中就是可取的方法，能够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



238 Vol. 4 No. 10 2022育人方略

同时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新的教育理

念也倡导提高学生课堂地位，意味着学生正逐步占据思政课主导

作用，所以结合学生特质、学习规律引入传统文化内容势在必行。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合力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思政课堂，同时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使得高职思政教育更具价值和

魅力。

例如，思政教师可以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设置课题，如“继

承中华民族红色基因的未来路径”“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出路”等等。以小组为单位组织学生研究课题，指导学生做好

资料搜集与整理，每一小组最终需要根据课题汇报研究成果。这

样的思政课堂将更加生动，而且由学生主导和实践，能够让学生

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同时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使其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带领下深入思考和探究。类似的活动还有很多，

拓宽中华传统文化在思政课教学中的融入路径还有情境教学、混

合式教学等多种模式，值得我们继续探索与实践。

（三）教师应积极组织传统文化实践活动

以往的授课模式下，思政教师直接将教学内容呈现在学生眼

前，但实际上并不利于锻炼和强化学生综合能力、实践能力，还

需要结合课外实践、校外实践继续锻炼，才可能达到预期教育目的，

并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认知与文化素质。通过积极组织传统

文化实践活动，思政教师可以组织或带队进行，如校内外游园活动、

校内外志愿活动、校内外诗词比赛等等。我们甚至可以将此类活

动计入学生成绩，通过系统的课程教学树立学生传统文化认知，

强调学生对民族、民俗的热爱，以此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政治基础，

进一步强化学生文化素质与综合素质。

例如，思政教师可以利用节假日时间组织古诗词游园活动，

不仅要出示诗词类、谜语类的传统文化题目，还要融入思政理论

基础知识，以实践活动的形式引导学生共同参与。相当于选择题

与应用题的关系密不可分，单人项目与小组项目交织，或许能够

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让高职学生现场接受传统文化，接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洗礼，能够培养其形成历史责任感与使

命感，使得学生团结在一起学习和实践、交流和互动，最终实现

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可见，积极组织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十分必要，

也是今后高职思政教育中应当着重优化的部分。

（四）教师应以榜样的力量影响学生、指导学生

身处于思想开放、科技进步的伟大新时代，思政教师的工作

任务是传播知识、思想，塑造灵魂和生命，应当践行“四有”好

教师标准，承担起引导学生健康成长重要任务，做好指导者和路

人的工作。教师应当主动挖掘传统文化背后的育人价值，将其与

书本内容有机融合在一起，做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践行者，

以自身为文化榜样激励学生、指导学生，充分发挥文化育人资源

强化学生综合素质。

例如，思政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言传身教，以文明礼貌的言行

举止影响学生，以丰富的课堂文化教育活动培养学生。一般情况

下，高职院校都开设校园图书馆，馆内有非常丰富的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图书，教师可以大批量借阅，放置在班级的图书角中，

并不定期更换图书，而班级内学生也可以借书、捐书，但必须保

护好书籍，按照规定的时间归还。这样就能够为学生构建出良好

的文化学习环境，强化学生思想素质的同时，助力学生全方位优

化提升。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职思政教师应当积极践行新课程标准，充分发

挥传统文化的育人作用，力求构建出利于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

习的思政空间，助力学生思政水平与综合素质全面提升。在课堂

教学中，教师要借助思政知识构建出浓浓的文化氛围，引导学生

体会美德、践行美德；还应当借助传统节日、习俗等组织文化活动，

引导学生探寻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等等，传递美德、

文化的同时，达到思政育人目的，进一步提升高职思政教学效率

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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