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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文化的中国城市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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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快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持续性加剧，中国城市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日趋凸显。而在这个

过程中，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中国精神的根基，对于中国城市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传统文化

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对于培养老年人正确的文化思想、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意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基

于传统文化的中国城市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了必要和重要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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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城市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城市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建设和实际

操作都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传统文化可以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

引领，帮助老年人明确自己的人生追求和道德准则。在现代社会中，

不断受到信息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冲击与影响，老年人常

常感到迷茫和困惑，而传统文化积淀了丰富的道德伦理观念，如仁、

义、礼、智、信等，可以为老年人建构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

人生观提供参照。其次，传统文化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及时的心灵

慰藉，缓解心理压力。老年人常常面临生活失意、身体衰退等困

境，容易感到孤独和焦虑，而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智慧和审美情感，

如诗词、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可以在老年人精神世界中播下

快乐、安慰和希望的种子，帮助他们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

再者，传统文化可以作为老年人社会交往和参与社会生活的纽带，

促进其社会融入程度和参与感的增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老年

人往往会因为感到自己社会地位的不断下降和边缘化而沮丧，而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共通的文化符号和情感纽带，可以让老年人回

忆过去的风俗习惯、节日传统等，充分享受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

通过参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活动，促进与其他年龄群体的交流与

互动。最后，传统文化可以激发老年人的创造力和智慧，提升个

人的心智发展和个体认同感。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常常面临退

休后的空虚和无所事事，而传统文化中的文学、艺术等创作形式，

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展示自己才华和智慧的平台，激发他们的创造

力和思考能力，促进个人心智发展，肯定自我价值。

二、基于传统文化的中国城市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策略

（一）传承文化经典，培养老年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传承文化经典，培养老年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是基

于传统文化的中国城市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策略。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思想内涵，通过

培养老年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可以提升他们对传统文化

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促进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

为了培养老年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首先，提供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学习机会。组织老年人参加传统

文化讲座、讲解、课程等活动，让他们了解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

和价值观念。同时，通过文化体验、互动等方式，让老年人亲身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其次，开展

传统文化艺术表演和制作活动。组织老年人参与传统文化艺术表

演，如京剧、昆曲等，让他们亲自体验传统艺术的魅力，并通过

艺术表演的过程，提高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此外，可

以开展传统文化手工艺制作活动，如中国结、剪纸、陶艺等，激

发老年人的创造力和艺术兴趣。最后，引导老年人参与传统文化

传承项目。通过组织老年人参与传统文化传承项目，如书法、绘

画、古琴等，让老年人亲自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深度，提高他

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热爱度。同时，鼓励老年人将所学所感

传承给后人，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例如，北京市国家图

书馆开设了一系列传统文化兴趣班，吸引了大量的老年人报名参

加。其中，书法班、中国画班和民族舞蹈班特别受欢迎。老年人

通过参与这些兴趣班，不仅提升了自己的文化修养，而且增加了

与他人的交流和社交机会。有些老年人甚至在学到一定的程度后，

成为了志愿者，组织和指导其他老年人学习传统文化，促进了传

统文化的传承。

（二）开展文化传统活动，激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意识

为了开展文化传统活动，激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意识，我们

可以采取以下策略：第一，组织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举办传统文

化体验活动，例如传统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工作坊，让老

年人亲身参与其中。通过亲身体验，老年人能够更好地了解和传

承传统文化，增加身心乐趣的同时，也能够激发他们对社会参与

的兴趣。例如，深圳市某社区举办传统音乐演奏工作坊，邀请了

专业的音乐家来教授老年人古琴、笛子等传统乐器的演奏技巧。

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和练习，老年人们逐渐掌握了乐器的基本技巧，

并在社区的文艺晚会上展示了自己的演奏成果。这样的活动使得

老年人们在学习中感受到了乐趣，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社交交流

能力。第二，组织文化讲座和讨论会。邀请专家学者为老年人们

举办传统文化讲座和讨论会，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联系和

意义。通过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老年人们可以更好

地理解传统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贡献，增强他们对社会的参与意

识。例如，在社区邀请专家学者为老年人们举办一场关于中国传

统节日的讲座。在讲座中，专家可以以传统节日的由来、庆祝方

式以及传统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意义等方面进行授课。老年人们通

过听讲座，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激发他

们参与传统节日庆祝活动的热情。第三，鼓励参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通过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

非遗技艺传承、非遗展览等，帮助老年人们重新认识和发扬传统

文化。这样的参与能够让老年人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

并通过社会参与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例如，深圳市公

益文化进社区（进万家）下基层在社区组织了一次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览，在展览中展示了中国传统手工艺品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制作过程和特色，同时也邀请了老年人们参与展览的布展和讲解

工作。通过参与展览的过程，老年人们不仅能够亲身体验非物质

文化遗产制作的乐趣，还能够通过讲解向他人传达自己的知识和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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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传统文化故事，引导老年人正确价值观和道德观

念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其中包含着许多有益的思想和价值

观，这些思想和价值观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好地理解生活、面对挑战，

也可以为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首先，我们可以

利用传统文化故事中的道德典范来引导老年人正确的价值观。例

如，孔子曾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代表着对他人

的尊重和关爱，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准则。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故事，

引导老年人理解尊重和关爱他人的重要性，让他们认识到这是人

际交往中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讲解《孝经》

《论语》等经典著作中的思想，让老年人理解到孝顺、忠诚、礼

敬等传统美德的重要性，从而培养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其次，我

们可以通过传统文化故事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来引导老年人形成

正确的道德观念。例如，我们可以讲解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

的故事，让老年人理解到爱国主义、民族气节等价值观念的重要性。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讲解《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中的故事，

让老年人理解到公正、正义、勇气等价值观念的重要性。

在实际教育中，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开展专题讲座，邀

请专家学者为老年人讲解传统文化故事中的道德典范和历史人物

事件，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让老年人理解其中的思想和价值观；

组织读书会，组织老年人一起阅读经典著作，如《论语》《道德经》

等，通过阅读让老年人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思想；观看传

统文化影视作品，选择一些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如《红

楼梦》《西游记》等，通过观看让老年人更直观地了解传统文化

的魅力和价值；互动交流，组织老年人之间的交流活动，让他们

分享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受，从而互相启发、共同进步。

（四）借助传统文化艺术形式，提升老年人的审美素养和文

化修养

借助传统文化艺术形式，提升老年人的审美素养和文化修养，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丰富多样，

如书法、绘画、音乐、戏曲等，这些艺术形式不仅具有独特的审

美价值，还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对于提升老年人的审美素养

和文化修养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我们可以借助传统书法艺术，

让老年人了解和欣赏汉字的美。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笔墨

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追求的一种艺术形式。通过教授老

年人书法的基本技巧和方法，让他们感受到汉字的线条美、结构

美和意境美。同时，也可以通过讲解书法史和书法家的故事，让

老年人了解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从而提升他们的审美素养和文

化修养。其次，可以通过传统绘画艺术，让老年人领略到中国画

的神韵和魅力。中国画注重意境和气韵生动，强调笔墨和自然的

融合。通过教授老年人绘画的基本技巧和方法，让他们感受到中

国画的独特韵味和美感。同时，也可以通过讲解画史和画家的故事，

让老年人了解中国画的深厚底蕴和思想内涵，从而提升他们的审

美素养和文化修养。最后，可以通过传统音乐艺术，让老年人领

略到中国传统音乐的韵味和精神。中国传统音乐注重情感表达和

音乐本身的内涵，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通过教授老年人传统音

乐的演奏技巧和方法，让他们感受到中国传统音乐的独特韵味和

精神。同时，也可以通过讲解音乐史和音乐家的故事，让老年人

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深厚底蕴和思想内涵，从而提升他们的审美

素养和文化修养。

在实际教育中，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开展书法、绘画、

音乐等传统文化艺术课程，组织老年人参加各种传统文化艺术课

程，如书法班、绘画班、音乐班等，通过实践让老年人了解和掌

握传统文化艺术的基本技巧和方法；组织参观博物馆、美术馆等

文化场所，组织老年人参观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场所，让他们

亲身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组

织老年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让他们分享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

理解和感受，从而互相启发、共同进步。

（五）建立传统文化志愿服务团队，提供老年人交流互动和

帮助支持的平台

传统文化志愿服务团队可以提供老年人交流互动和帮助支持

的平台，促进老年人的社交和情感支持，同时也可以提高他们的

文化素养和思想政治教育水平。一方面，传统文化志愿服务团队

可以定期组织各种传统文化活动，如书法、绘画、太极拳等，让

老年人在活动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心

和归属感。同时，这些活动也可以促进老年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让他们在活动中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另

一方面，传统文化志愿服务团队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帮助和支持，

如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法律咨询等服务。这些服务可以帮

助老年人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同时

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例如，深圳市某老年大学成

立了传统文化志愿服务团队，定期组织各种传统文化活动，如书

法、绘画、太极拳等，让老年人在活动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心和归属感。同时，该团队还为老年人提供

帮助和支持，如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法律咨询等服务，帮

助老年人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也让他

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综合来看，我们应该积极推动传统

文化志愿服务团队的建设，为城市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思想政治教

育和服务。

三、结语

通过对基于传统文化的中国城市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我们深刻认识到传统文化在老年人教育中的重要性和潜力。传统

文化不仅可以滋养老年人的心灵，让他们在晚年时拥有更加丰富

的精神世界，同时也可以引导老年人正确看待人生、社会和价值，

提高他们的素养和修养。通过传承文化经典、开展文化传统活动、

利用传统文化故事、借助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以及建立传统文化志

愿服务团队等策略，我们可以为中国城市老年人提供更加丰富多

样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和平台。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受益于传统文化，为他们晚

年生活注入更多的乐趣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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