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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技工院校思政课教学的路径探讨
杨丽娜　王根波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广东 广州 510315）

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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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是

新时期学生的重要任务之一。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课程内容具有

较高的契合性，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民族情感、道德素养

都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提升思政课程教育质量。本文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与技工院校思政课程教学工作的融合策略展开探讨，

分析了几条具体的教学策略，希望为技工院校思政教育工作发展

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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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意义

（一）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新时期散发着新的魅力，对凝聚民族力量、助力文化

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思政课程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将进一步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在挖掘其深刻奥义的同时，赋予其时

代价值，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课程在内容

上具有一致性，思政课程中包含着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从文化

层面寻找价值体系、政治路线发展的依据，有效彰显中华民族的

文化底蕴，培养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和文化自信。

（二）有助于大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是民族发展的文化根

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一个学生的职责，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技工院校思政课程融合，通过思政课堂再一次探讨优秀传统

文化的深刻奥义，为思政理论提供文化支撑点，拉近了学生对传

统文化的距离感，提升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助力优秀传

统文化走进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使得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工作

更为顺畅，使学生自觉承担起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

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现状分析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政课程教学的融合，需要寻找二者

在内容上的融合点，探究融合教学方法。当前二者在融合上出现

一些较为典型的问题。

（一）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缺失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多媒体的发展，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部

分学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感越来越强，而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了解则相对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经历过一段

漫长的艰难岁月。尽管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传统

文化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中，影响力有所提升。但是学生们与传

统文化的距离感仍比较强，对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不够深刻，导

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未能得到有效发挥，学生对优秀传统

文化认同感缺失。

（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不深、融入策略单一

面对如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难题，不少高校展开了

一系列有益探索，得到了不少较为成功的经验。但是整体而言，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学工作中融入的研究较少，教师们未

能充分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不少教师对传统文

化知识的储备不足、解读不到位，未能将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展

示给学生，进而影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课程中融入的效果。

（三）对传统文化的筛选不到位

将传统文化与思政课程融合，教师需要筛选出契合当代价值

观的优秀内容，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但由于部分教师对传

统文化的认识不够深刻，在梳理传统文化内容时，掺杂了部分具

有争议性、不能完全符合设计主要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这就使得

学生们在学习时产生质疑，削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情感。真正有

效的教学应当能够使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提升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和针对性，未来，教师还需要进

一步探索传统文化在思政课程中的融入策略。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技工院校思政课教学的路径

学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战场，思想政治理论课则是思想政

治教育的主渠道。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政课程中的融入，要发挥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渠道作用，扩展思政课程内容，深化学

生对思政理论知识的理解、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使

学生坚定信念、树立文化自信。

（一）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思政课程内容

在思政教育中，深挖优秀民族文化的内涵，将优秀的民族传

统文化与教材内容、理论知识有机结合起来。比如，在思修课中，

将“理想信念”教育与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中“志存高远”的内

容结合起来；又如，在人格养成教育中，引入中国古代的玉石文化，

探讨“如玉君子”是怎样的品质；在民族精神中，将“中国共产

党的奋斗目标”“中国梦”“生态文明”等内容与传统文化中“邦

为民本”“大同社会”“天人合一”等结合起来等等，以优秀的

民族传统文化解析政治理论知识，让思政理论知识变得更为形象、

更具感染力。再如，在思政课程中引入古诗词、书法等文化知识，

用古诗词中的高洁、爱国、舍生取义等精神影响学生，用书法中

的中正、静心等精神感染学生，培养学生的心性。传统文化内容

丰富、有趣，能够丰富思政课程内容。

将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有效融合，能够有效

增强高校思政教育的吸引力。比如，在思政教育中引入中国古代

的玉石文化，玉石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诗词文化、服饰文化、

传统美术等方面都有深刻的体现，古人常用“温润如玉”来形容

一个人具有美好的品质。从玉石文化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

出很多优秀的价值观，玉石温润而坚硬，反映出中国人民爱好和

平又不畏惧外族侵犯的精神，玉石洁白无瑕，又反映出中国人民

对于高洁的精神品质的推崇。将思政教育与传统文化融合是充分

发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消除其中消极因素的影响，发挥传统

文化的育人功能。

（二）活化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凸显其时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时代价值，能够论证部分思政理论的

科学性与合理性。在课上，探寻优秀传统文化中与现代价值体系

的一致性，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政理论提供文化支撑，对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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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文化认同感、政治认同感都具有深刻意义，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文化自信和政治自信。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政课程的基础模块之一，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包含大量的哲学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内容具有相

似性。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讲到“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这是道家的基本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讲的尊重自然、人

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具有一致性。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

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支撑。

又如，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知行合一”，诗人说“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所讲的“实践与认识

的关系”具有一致性。

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

也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支撑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部分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思想基础。我们提出的“两

个一百年”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小

康”的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礼记·礼运》这本书阐述

了古代人民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虽然跨越千年，但是人们向往

美好生活的意愿是不变的，因为我们用“小康”来形容百年目标。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工作中也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了思想基础，中

国外交工作中提出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思想就体现了中

华传统文化的“中和”思想。在中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都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大量思想基础，让

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

神源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

在吸收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在思想上具有统一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结合新时代发展诉求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三）创新思政课程教学方法，融入多元化教学手段

根据技工院校思政课程内容，在探索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课

程融合的方式时，可以设置四个教学专题，分别寻找教学资源、

开展教学工作，这四个教学专题分别是“中华传统哲学与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中国梦”“中华传统美德与新时代价值观”。在每一个教学专题下，

教师设计合理的教学方法，尽可能丰富课堂活动，让学生探索丰

富的传统文化，思考传统文化与思政内容的契合性。比如，在“中

华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下，设置“走进老子的精神

世界”的学习活动，让学生自主整理老子的思想，分析道家理论

中蕴含的哲学观念。又如，在“优秀革命传统文化与中国梦”主

题下，设计“重温大唐的繁荣与梦幻”，从传统文化出发，深刻

认识“中国梦”。

加强实践教学的组织。社会实践是思政教育的第二课堂，通

过开展设计实践，教师可以进一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课

程内容进行联系。比如，应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组织学生去

历史博物馆、革命纪念馆、古代园林、文化名人故居展开社会调查，

形成调查报告；又如，组织博物馆志愿者活动，组织学生到博物馆、

革命纪念馆、文化名人故居担当讲解员、志愿者，向人们讲述历

史文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活动提升了思政课堂的趣

味性，拉近了学生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距离，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

的宣传和继承工作。

将思政教育与传统文化融合是充分发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消除其中消极因素的影响，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传统文化

进行重新解读，让学生们交流学习，进而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教育

效果。思政教育方法很多，思政教育工作者应当结合新的教育理念、

教育要求，结合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创新实践教学方法。

（四）开展信息化教学，依托信息技术传播传统文化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通常以课本为主要教学依据，进行灌输

式教学，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课堂气氛不佳。而在教育信息化不

断发展的背景下，教育模式、教学内容越来越丰富、新颖，教师

要强化对信息化教学模式的应用，适度地通过多媒体资源引入学

生感兴趣的传统文化内容，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整理网

络上关于传统文化的优秀视频内容，比如用李子柒录制的手工制

造楮皮纸的短视频，这些视频用现代化的方式向世界展现着中国

人的勤奋与聪慧，将这些视频在课堂上或者在学校的官方网站上

播放，把传统文化教学与网络红人联系起来，用学生喜爱的方式

宣传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这对于加深青

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积极作用。总之，

教师应该积极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充分利用新媒体，开辟中华

传统文化在高职学生中传播的新路径。通过网络渠道传播传统文

化，增加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性，师生共同探索中华

传统文化给我们带来的魅力。

例如，学校可以开展网络传统文化研讨活动，各学院推进本

学院的网络思政教育活动，开展“传统文化专题学习”“陶瓷艺

术的继承与创新”“诗词文化的发展”等专题学习活动，通过移

动学习 PC 端，实施学生自主学习工程，建设高校教学资源库，让

“掌上思政”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传播正能量。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文化根基，

与思政课程在内容上具有融合点，二者的融合一方面有助于培养

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信心，强化民族情感，为国家的发

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思政理论提供文化层面的

支撑，提升思政课程教学质量。然而，由于目前的整合进程中还

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高职院校必须不断地进行研究，进一步

探寻二者有机融合的方法。高校要进一步发展教师的传统文化素

养、探究现代化传统文化教育方法，培养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理解能力，让传统文化丰富思政课程内容，提升思政课程育

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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