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4 Vol. 5 No. 10 2023教育前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育人的有效融合
曾泽香　王广丽　邱麟惠　刘运梅

（赣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可以提升民族自信心，对高等教育创新又有积极作用。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程有效融合，可以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和文化素养，助力大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参与国家经济

社会建设。为此，我们可以在教育理念、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相应优化，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助力高等教育现代化、全

面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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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高校思政

课作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有效融合，

不仅可以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更能够在当代大学生中培养高尚

的道德情操和全面发展的个性。基于此，高校和思政课教师应当

积极转变观念，争取结合学生实际需求、教育发展需求等重构教

学模式，营造出和谐文明的思想政治教育氛围。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积淀的宝贵财富，其内涵

丰富多元。其中，包括了儒家思想、道家哲学、佛教文化、诗词歌赋、

书画艺术、戏曲表演等方面，代表着中国人民对人与自然、人与

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理念追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养性、尊师重道，

强调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的道德伦理观念，以及勤俭节约、和谐

平衡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对塑造中

国人民的价值取向和个人品质具有深远影响，也为构建和谐社会

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启示。总的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

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现实意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二、中华优秀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育人的融

合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有效融合对于大学生的思

想教育和人格塑造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可以提供深厚

的思想底蕴和精神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道家思想、

佛教哲学等为主要代表，涵盖了对人生、社会和伦理道德的深刻

反思。通过将这些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程中，可以使学生在学习

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同时，也能够了解传统文化的智慧与魅力，

进一步提升其综合素质。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可以促进学生

的个性发展和道德修养。传统文化强调家国情怀、孝道仁爱、忠

诚正直等价值观念，这些都是培养学生成为有担当、有责任感公

民所必需的品质。通过高校思政课程的教育引导，学生们可以在

接触和体验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人生

追求，并在实践中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使自己不断成长为具有

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人才。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也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跨文化沟通和包容性思维。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

化基因，而高校思政课程则涉及到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通过

将两者有机结合，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起开放包容的思维方式，增

强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从而更好

地适应和融入当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

通过这种融合，我们可以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同时，培养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全面发展个性和包容开放思维

的时代新人，为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贡献力

量。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育人的融合策略

（一）思想上转化育人观念，推广学生中心教学

高校思政课的育人目标是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道

德、智力、体魄、美感等多方面的能力。然而，在过去的思政课

教学中，多数教师采用传统的讲解式教学方式，重视知识传授而

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难以满足当下学生的需求。因此，我们

需要转化育人观念，推广学生中心教学，以更好地实现高校思政

课育人目标。首先，转化育人观念，体现学生主体地位。高校思

政课教师应该从传递知识到引导学生思考，从“灌输”到“启迪”，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究，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引入优秀传统

文化，从直接的知识传授到感染学生、影响学生，也给予学生更

多自主学习和思考的机会。其次，推广学生中心教学，营造良好

的学习氛围。高校思政课教师需要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如使用多

媒体教学、互动式教学等方式，以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通过丰

富的课堂活动、游戏化的教学方式等方法，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

氛围中进行学习，从而提高学习效果。最后，注重学生实践能力、

综合素质的培养。高校思政课教师应该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得到

锻炼，提高专业能力、思想素质、品德修养等。具体可以组织传

统文化相关实践性教学活动，如社会调查、志愿服务等，让学生

深入实践，增强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加强了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意识。总之，高校思政课教师需要转变自身的育人观念，

推广学生中心教学，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学习体验。只有这样，

才能满足当下学生的需求，更好地实现高校思政课育人目标。

（二）内容上注重人性思考，弘扬传统文化思想

作为高校思政课教师，我们应该注重人性思考，并通过弘扬

传统文化思想来实现这一目标。人性思考是指对人类本质、人的

价值和人的发展进行深入思考，而传统文化中有着诸多正面部分，

值得我们弘扬与传承。首先，弘扬传统文化思想可以帮助学生认

识到人的多样性和个体差异。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人与自己之间的和谐关系，强调个体在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通

过学习传统文化，学生能够了解到各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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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人性的，明白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人性表现出的多

样性，有助于学生摒弃偏见和狭隘观念，增强对人的尊重和包容。

其次，传统文化思想能够引导学生审视自身的处境和价值追求。

传统文化强调个体的内在修养和道德规范，提倡自我反省和自我

完善。通过学习传统文化，学生会受到启发，思考自己的人生意义、

责任与担当。他们将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要为社会做出贡

献，并且明白人生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物质方面，更要注重精神

层面的追求。此外，传统文化思想还能够培养学生的个人品格和

情感修养。传统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操和个性魅力，强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学习传统文化，学生可以学习到尊师重

道、诚实守信、孝敬父母等美德，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观

念。同时，传统文化也能够给予学生情感上的滋养，使他们更加

懂得感恩、关爱他人、培养人际关系等。教学实践中，我们引入

“孟母三千”的孝善故事，让大家了解到伟大孟子曾在读书时“放

浪形骸”，而他的母亲为了孟子能够好好学习、考取功名，曾三

次搬家，体现出伟大的母爱。进一步地，利用春游、秋游的契机，

组织好全校师生参观孔庙、孔府等，让他们亲身感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基于此开办一些延伸的主题讲座、演讲比赛，

更能够焕发德育活力，让更多学生去挖掘孝善文化内涵，增强对

孝善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总之，高校思政课教师应该帮助学生认

识到人的多样性和个体差异，引导他们审视自身的处境和价值追

求，培养个人品格和情感修养，促进他们的综合素质提升和全面

发展。

（三）方法上组织相应活动，加强体验教学作用

高校思政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

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其中，方法上组织相应活

动，加强体验教学作用是一种有效策略。首先，高校思政课教师

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如文化沙龙、

文化讲座、文化体验等，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了解和体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如，可以邀请历史学家、艺术家等专业人士来进

行相关主题的演讲和分享，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

涵和价值。其次，高校思政课教师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具有

地域特色的文化体验活动。比如，在南方地区可以组织茶艺体验、

民俗文化节庆等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

北方地区可以组织冰雪游艺、滑雪等活动，让学生在欣赏美景的

同时，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再次，高校

思政课教师可以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开展数字文化体验活动。如，

在线游戏、VR 技术等，通过虚拟现实的方式，让学生亲身体验历

史上的名胜古迹、传统手工艺等，增加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了解和兴趣。最后，高校思政课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

宫殿等文化场所，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

文化内涵和价值理念。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可以在实践中感

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还可以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究。

总之，高校思政课教师应该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通

过方法上组织相应活动，加强体验教学作用来实现育人目标，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

（四）注重教学评价与总结，优化完善教学环节

作为一名高校思政课教师，需要注重教学评价与总结，进一

步优化完善教学环节。在教学过程中，我会采取以下几种方式来

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无论是课堂上还是课后，我都会尽可能地

收集学生对于我的授课内容和方式的反馈意见。通过这些反馈意

见，我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对我的教学效果的评价，并针对性地

进行调整和改进。如，在课堂上我会利用提问、讨论等方式与学

生互动，及时获取他们的理解情况和疑问，然后根据情况进行解

答或者再次强调重点；而在课后，我会定期组织小组讨论或者个

别辅导，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心理状态。其次，

在教授思政课程中，我会建立完整的教学评价体系，包括课前测评、

课堂表现、作业成绩、期末考试等多个方面。通过这些评价指标，

我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能力水平，及时发现传统文

化渗透与影响问题。此外，我也会根据不同的评价指标，采用不

同的评价方式和权重，以便更加全面地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学

习成果。最后，在每一次授课结束后，我都会对自己的教学过程

进行总结，尤其是针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之处。通过反思

和总结，我可以不断调整传统文化内容比例，基于线上资源、资

料补充等带给学生更多启发，更有效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

融入思政课教学之中，达到理想育人目标。总之，作为一名高校

思政课教师，注重教学评价与总结、优化完善教学环节是非常重

要的。只有通过不断的反馈、评价和总结，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

学生的学习情况和需求，及时进行调整和改进，提高思想政治教

育效果。

四、结束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程有效融合，对于培养学生

的综合素质和思想品德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到思

政课之中，学生得以了解本国的、本民族的信仰内涵，而坚定自

己的理想信念。学生更对思政课感兴趣，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良好

学习习惯，也树立正确的职业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因此，身为

一线教师更应该转变育人观念，弘扬传统文化思想，组织相应活

动加强体验教学作用，并注重教学评价与总结，不断优化完善教

学环节，为培养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做出积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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