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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人文通识教育的逻辑
与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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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社会产业升级转型和职业教育改革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技术技能学习和人文通识教育在人才培

养中占据着同等重要的位置。本文分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通识教育融合的必要性和意义，并从求同存异、提升质效、多元推进

等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人文通识教育的路径进行研究，为高职人才全面发展提供教育新理念和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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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建设文化强国、教育强国是我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布局。

社会产业转型和高职教育改革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技术技能学习不再是高职学生唯一的或者最主要的学习内容，高

职学生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审美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都逐

步纳入人才培养方案，高职教育进去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新阶段。

人文通识教育在高职教育中发挥着扩大学生人文知识、拓展学生

视野、培育学生审美、激发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在高职人

文通识教育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引导学生了解文化、学

习文化、传承文化过程中促进学生人文教育，发挥二者合力，实

现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目标。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通识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高职人文通识教育是提升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增强学生综合

素质的重要渠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年大学生中的传承与

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高职院校在进行人文通识教育时，

应该充分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引导高职学生的思想、

熏陶学生的道德和培育学生的职业素养。第一，在高职人文通识

教育中加入中华传统文化元素，有助于学生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近年来，为进一步加强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党中央和教育

部在政策方针上开通部分绿色通道，旨在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健全高职院校德育体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职通识教育融

合，既是响应党中央和教育部号召的具体措施，也是传承与弘扬

传统文化优势的路径。第二，在高职人文通识教育中加入中华传

统文化元素，有助于高职院校进行传统美德教育，提高青年人才

综合素质。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高职院校更容易形成

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为培育具有优秀品格和素养的高职人才营

造环境。第三，在高职人文通识教育中加入中华传统文化元素，

有助于校园思想品德、文明礼仪建设，提高高职人才的道德素质。

高职院校通过开展一系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活动，落实人文

通识教育、规范高职学生礼仪行为，构建文明高职院校，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通识教育融合的意义

1. 有利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文化是人类

发展中的智慧结晶，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通过高职人文通识教

育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能够帮助高职学生了解特定历史时期

人们的社会生活状态，帮助学生“寻根溯源”。当代大学生担负

着建设祖国、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而在通识教育中加入传统文化，

可以让他们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逐渐形成坚定、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更好地感知、体验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振奋

民族精神，提升民族自信，树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意识，增强家国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全面提升大学生人文综合

素质。

2. 有利于推动高职教育的内涵式发展。高职教育的目的是立

德树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新时代新背景下，新质生

产力、数智化发展进入视野，传统的高职教育必须紧跟时代发展

要求，以内涵式发展为核心任务，培育高质量高职人才。在高职

人文通识教育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扩大学生人文知识范畴，补

充学生在技术技能方面学习的内容，通过人文素质教育和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

创新能力，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发展、独立思考有见解的高职学生，

向社会展示出更为优秀的教育成果，向企业输送更多具有优秀传

统美德、正确三观、品德好、品行优的职业人才，实现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

3. 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当下信息网络的发达使得部分

高职学生思想非常容易受到不同社会思潮的冲击，影响他们的价

值观念、职业观念，削弱比较和鉴别能力，容易误入歧途。高职

人才是祖国未来的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肩负技术技能传承和一

线建设的重要任务。高职院校在注重专业技能教授的同时，更要

强调人文通识教育，普及文化知识常识，传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精髓，以文化人，通过文化教育、美育浸润等方式促进学生人文

综合素质的提升。通过综合素质的提升，学生在专业学习、体育

和劳育等方面会获得更大的学习动力和学习效果，实现五育融合，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同时，在人文通识教育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

能够有效调动青年人才的内在动力，趋势他们朝向强烈民族自信

心、道德高尚和责任感强的方向发展，成为符合社会、企业发展

要求的新一代复合型职业人才。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通识教育的有效路径

（一）求同存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人文通识教育

在当代教育体系中，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通识教

育的结合，必须要做到求同存异，取二者之精华，才能够助力高

职通识教育快速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过

程中形成的一种符合，其中部分文化带有一定的滞后性，并不适

合高职通识教育活动的开展，因此，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到通识教育中时，需要教师解放思想，创新传统文化的形式、内容，

进而实现通识教育的最终目标。

1. 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丰富、博大精深，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教育体系中得

到最大程度的传承和发扬，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全新的生命

力，是现代职业教育尤其是人文通识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将对

高职通识教育发挥重要的引导和影响作用。

2.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性。为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新的社会体制、教育形式下更好地传播，更加容易被高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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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接纳和继承，需要找到符合社会发展需求，合乎教育发展规

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方式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不

能完全摒弃传统文化，也不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盘吸收，而

是要遵循因材施教原则，对新旧文化进行科学揉合，从而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人文通识教育中得到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

（二）提升质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人文通识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点，而高职

学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一员，在人文通识教育

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高职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

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务的要求。不过，对高职院校学生来说，他

们更加注重学习知识和技能的职业属性，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较为

有限，因此，高职教师需要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通识教育的

融合方式方法，完成学生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

1. 以学生为中心，提升人文通识教育效果。在传统通识教育

课堂中，通常都是由教师一人收集、整理相关的教育内容，并采

用口口相授的方式，对高职学生进行教育。这种教学模式，对于

活泼好动、好奇心强高职学生来说，这并不是一种方法，相反还

会增加学生的抵触情绪。因此，教师可以结合智慧教育理念，转

变教学思想和模式，采用学生讲授、教师辅导的课堂模式，既可

以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通识教育课堂相融合的目的，又可以

增加高职通识教育课堂的趣味性，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热情。在

该课堂模式，学生会主动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库，收集各种优

秀传统文化，并尝试与通识教育内容的相融合，增强课堂育人氛围，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 以情境为依托，增强人文通识教育吸引力。在教学过程中，

教材往往习惯于逐句逐段进行剖析的教学方式，这在“互联网 + 教

育”的今天，难免有些落后。所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通识

教育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找准二者的接触点，并借用现代化教学手

段创设通识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直观感受和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通识教育内涵，丰富学生文化储备，促进学生思想、品质和素

养的发展。同时，情景教学的使用，可以进一步凸显学生课堂主人

翁的地位，驱使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并在寓情于景的环

境中，不断加深青年人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通识教育的理解层

次，提高通识教育质量和效果，打造精品通识教育课堂。

（三）多元推进，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以美育浸润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人文通识教育。高

职院校要大力挖掘高职青年大学生的文化兴趣点，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相结合，借助开学典礼、入学教育、

军事训练、企业文化讲堂、社会实践、顶岗实习等多科活动形式，

带领学生了解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让他们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对自身通识能力、职业能力的作用和价值，进而以更为积极、

主动的态度去了解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美育方面的课

程如戏曲、书法、茶艺、剪纸等，以美育体验和美育浸润来陶冶

情操，体会优秀传统文化魅力。高职院校可将美育融入“文明礼

仪我争先”“争做诚信人”等教育活动，以美育为先导，引领和

影响、引导和鼓励学生树立诚信文明，发扬诚信美德良好作风。

2. 以传统节日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人文通识教育。传

统节日，在我国具有非凡的意义。传统节日，不仅仅是一个节日，

它还包含了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孝文化，可以结合妇女节、母亲节、父亲节、教师节、重阳节等

节日，以“百善孝为先”为主题开展感恩教育活动，如“感恩父母”

诗朗诵比赛、“感恩老师”演讲比赛等活动，从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孝文化在高职通识教育中“安家落户”。同时，春节、端午、

中秋、元宵节、清明等传统节日，同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高职通识教育不错的路径。通过对节日背后的故事、知识进行深挖，

强调其中的文化属性和通识属性，帮助高职人才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高职通识教育产生更加全面的认识。此外，还可以从国庆节、

青年节、建党节、劳动节、建军节等现代节日着手，组织大学生

参与节日相关的道德体验活动，增加通识教育的实践性和传统优

秀文化的生活化特征，引导广大高职人才正确认识和弘扬传统优

秀文化，了解党史和祖国的发展历程，不断增进他们的爱祖国和

爱家乡的情感。

3. 以文学鉴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人文通识教育。高职

院校可以经常开展经典诵读活动，通过对国学经典的通读，进而以

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完成传统文化熏陶和通识教育任务。例如，

高职院校可以在期中、期末各开展一次经典诵读活动，并且不同专

业设置不同诵读经典作品，从而健全和完善院校经典诵读氛围。如

安排财务专业的学生诵读《三字经》、机械专业的学生诵读《二十四

孝顺故事》、通信专业的学生诵读《弟子规》等国学精粹。同时，

高职教师应当发挥榜样作用，利用课余时间积极诵读《大学》《诗经》

《道德经》《论语》等国学经典，从教师到学生共同参与经典诵读

活动，从而让师生互相学习、互为动力的环境中，持续发挥经典诵

读的作用，驱使师生从中获得不一样的通识感受和文化体验。此外，

还可以借助经典诵读的机会，开展一系列的诵读活动，如校园读书

节、经典作品文艺汇演、经典作品朗读等。从而营造出“以文塑人、

以文化人、以人怡人”的校园文化教育氛围，深化国学经典价值，

助力通识教育活动顺利开展。

4. 以民俗非遗促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人文通识教育。除

了利用校内教育资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高职通识教育进行融

合外，高职院校还要“走出去”，利用当地的民族特色和民俗文

化表演活动，拓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高职通识教育融合渠道。

例如，在当地举办民间艺术展示活动时，高职院校和教师应当鼓

励青年人才参与和体验当地的节日习俗，感受不一样的传统文化

熏陶。同时，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地方文化遗迹、博物馆，了解

当地的历史名人和名事，并从中学习名人精神和智慧，感受传统

文化魅力，做到严于律己，尊重和学习地方优秀传统文化。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职人文通识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助力高职人才全面发展等

方面启发了新思路、拓展了新路径、带来了新方式。高职院校应

该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通识教育的重视程度，积极探索

和创新融合途径，不断有优化和提升高职人文通识教育水平，积

极构建特色文化品牌高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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