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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职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文献综述
凌佳慧

（江苏省南通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南通 226000）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青少年全面成长和发展的养分，更是我国宝贵的物质与精神文明财富，对民族儿女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观

念具有深远影响。思政教育事关民族命运与国家前途，如何发挥中职主阵地作用，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探索中职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成为教师深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热点场域。本文以中国知网总库为检索平台，从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关系、融合意义、

融合内容、融合问题、融合的方法途径入手，探索优秀传统文化与中职思政教育的关联性，为今后二者融合育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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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知网学术总库的文献资源，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关键词，检索到 1.4 万余篇期刊，815

篇硕博士论文。我国在 2017 年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国家政策影响下，学界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文

献数量持续增长。经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关键词

相关文献数量多达 19.8 万余篇，各阶段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在各个领域方面取得了研究成果。但是，关于中职学生思想

教育的研究数量较少，以“中职思想政治教育”为关键词搜索发现，

关于中职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主题的期刊论文近二十年来只有 778

篇，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占比不高。优秀传统文化包含大量人

文道德哲理内容，具有极强思想教育功能，将其纳入中职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中，引领学生思想成长发展，是中职学校的必然之举。

当前，学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层面：

一、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在社会文明演进和实践中，人类不断地创造和总结，形成了

丰富多样的文化类型，这些文化往往以实践活动形式体现。从人

的发展角度看，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相互影响的关系。李春华认为，文化具有“化人”价值，与思想

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具有相似性，二者深度结合，有利于社会和

谐稳定与人的全面发展。卢景昆、罗洪铁等人认为，先文化包含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的思想具有引领

作用，充分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价值，是提高社会大众文

化素养和素质的重要资源。石书臣提出，在文化领域，思想政治

教育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主要功能有弘扬民族精神、引领文化发

展。赵志业、崔华华辩证分析了文化互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认为传统文化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传承，具有发展和塑造民

族性格的作用。诸多聚焦思政教育问题，研究传统文化起到的作用，

认为传统文化的属性契合思政教育发展和运行需求。沈壮海认为，

思想教育要保持文化性和政治性，要提升育人效果，必须要兼顾

好二者，在创新思政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挖掘和利用好文化资源，

营造出独特的文化气息，增强思想育人的文化张力。郑忠梅、秦

在东从文化取向角度出发，研究思政教育发展规律，增强思政教

育的文化内涵。谢晓娟提出，文化属于思政教育工作的外部环境，

这一要素应贯穿育人全过程。罗洪铁、周琪等人认为，无论是外

化还是内化思政教育，都要考虑文化环境，将文化中思想、价值

观嫁接到思政教育中，塑造具有育人功能的文化载体。换言之，

思政教育工作离不开文化要素的支持。李元旭、平章起提出，思

政教育在文化形态范畴，要将文化自觉性作为思政育人的重要目

标。陈万柏认为，文化产品对思政教育的各个环节具有深远影响，

要用好文化载体和文化产品，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思政教育深

度结合起来。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中海优秀传统文化与我国生态、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融

合日益紧密，一些开始探索传统文化在思政教育领域的意义和价

值，普遍认为二者的结合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主要从学生和学

校两个角度，展开阐述。

一是基于学生视角，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中职学生素养和素质

提升功能。范立群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价值观念具有独

特性，采用具体说明的方式，解读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对中职德育、

学生思想道德发展的作用。周星从价值问题角度入手，考察当代

学生思想发展特征，认为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结合，不只是传统

文化传承的途径，更能增强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帮助其

应对道德滑坡的局面，为提高学生思想道德境界提供范本。张北

燕从网络信息时代的冲击、专业技术教育背景、思想道德建设三

个方面入手，分析了传统文化与中职思政教育的融合价值，如增

强对学生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的作用，向学生传递正能量的功能，

规范学生日常行为的功能。李凉认为，二者融合，具有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培养审美情趣、培养民族自豪感、传承文化传统的作用。

二是基于学校视角，发现传统文化促进着思政教育改革和发

展。高学智认为中职思政教育应彰显时代特色，更要贴合传统文

化传承需求，从文化自信、社会进步、国家发展方面，解析了传

统文化对思政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的意义。蔡颖颖从融合机制角

度出发，将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工作结合，研究二者的融合逻辑

与作用，主要从对现实世界、思想世界和文本世界的影响出发，

论证红色文化对思政教育内容生成的价值。朱平从三个角度，审

视了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必要性，分析二者融合与创新性

发展的价值，认为传统文化具有厚重的人文价值，对思政教育改

革具有实践价值。冯宪军、阮传伟、何荣杰等认为，传统文化在

中职思政课的渗透，不仅扩充了思政课程内容，还增强了思政教

育趣味性和吸引力，具有提高思政教育成效的作用。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职思政教育分别属于文化、思想教育

领域，二者融合不能简单拼接和相加，需要找到有机融合的传统

文化因子，让传统文化参与中职思政教育工作中。从现有文献资

料看，诸多以古代先贤思想和研究重点，将儒家文化学说和观点

转化为思想教育因子，融入思政教育中。徐富平认为，孔子的教

化思想是历史检验的宝贵传统文化内容，他借鉴孔子“仁、义、礼”

的品质，找到传统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生长点，概括诚实守信、

丰富知识、懂礼守节、坚持道义、仁者爱人五个模块，以此来引

导学生思想道德行为准则。李姣为增强思政教育感染力实效性，

构建传统文化育人体系，开展传统文化学习、认知、理解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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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于瑜提出，传统文化包容立德内容和人文思想，为思政工

作者塑造人良好品格、促进人和谐共生提供了参照。蔡颖颖从“知、

信、行”层面入手，构建思政教育内容动态更新机制，形成从知

识到情感，再到信仰行为育人机制。黄超、李宪伦等人认为，传

统文化教育的本质是国学教育，将国学经典融入思政教育中，培

养学生先进文化发展观与核心价值观。刘吕高、田崇军从传统文

化特征和内涵展开研究，发现传统文化具有崇高辩证精神与创造

精神，认为传统文化在思政教育中发挥着积极影响。赵瑞华、孔

君英等分析思政教育与传统文化特点，研究二者如何科学融合，

极大程度上提高思政工作实效性。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

通过分析文献内容，们大多从社会、学校、学生维度出发，

分析传统文化与中职思政教育结合的现状、遇到的问题。在社会

维度上，李小小提出，在网络信息高度发达时代，自媒体给教育

环境带来了新冲击，传统文化的发扬和继承面临着新挑战，人们

注意力更多地被网络吸引，反而遗忘了优秀传统文化。朱新民、

肖敏认为，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传承，受社会发展影响，面对

层出不穷的新思想文化内容，传统文化发展空间日渐狭窄，给中

职思政教育与传统文化融合带来了困难。在学校维度，刘梅从教

师和教育本质入手，分析了思政教育中传统文化缺位的根本原因，

一是教师对传统文化了解不足，缺乏传统文化涵养，二是校园缺

少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渠道。张春霞立足传统文化视角，提出思

政教育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方式不够合理，缺乏系统的融合机制。

张师帅提出，在融合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过程中，设计者没有

把握好侧重点，实施的主动性不强，运用的教育载体单一。在学

生维度，张志军将中职生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学生思想层次和认

知特点，是阻碍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重要因素，由于学生易受

不良文化影响，对民族文化缺乏了解兴趣，不能接受现代思政教

育与传统文化结合，导致二者呈现对立关系。赵泽林、曾斌荣提出，

受经济和文化内容影响，青少年缺乏批判性继承传统文化的意识，

这也导致传统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育人功能不显。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途

径

经过文献分析发现，在传统文化与中职思政教育研究上，诸

多将融合发展视为研究重点，采用的方法存在差异，主要分为以

下四个维度：

（一）课堂教学方面

思政理论课是思政教育的主阵地，也是教师传播传统文化精

神的主要渠道。田军采用统计法，分析传统文化与中职思政课结

合的困难，从实践角度，提出融入式教学模式。胡继东坚持问题

导向的研究原则，结合中职思政教育免拼的新问题，将传统文化

教育融入中职思政类课程中，并主张开设传统文化类选修课。甫

兴丽从中职思政课与传统文化融合方法出发，采用趣味教学法、

互动教学法、信息化教学法，成功地将传统文化故事，融入思政

课堂导入环节，让学生从趣味角度，理解文化内涵。在互动环节中，

他设置课堂提问环节，用传统文化搭建思政互动平台，引导学生

发散思维，还使用信息技术，拓展课外的传统文化资料。

（二）教育载体方面

思政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融合需要多种载体的支持。张志军

认为，互联网可以成为融合教育的载体，尤其是网络新媒体的时

代，人们除了广播和电视，接触到直播、电台、微信公众号等渠

道，这些渠道适合渗透传统文化，其中传递的价值观，有助于熏

陶学生思想道德，促进心理发展。他提出，要将高新技术视为思

政教育与传统文化融合载体，可通过建立校园文化专栏，通过微

信公众号，定期组织学生签到转发，也可开展网络直播活动，包

含不良行为、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主题，让学生在新媒体介质下，

感受传统文化与优秀校园文化，增强其接受思政教育和传统文化

的自觉性，培养学生正确价值理念。喻志杰认为，传统文化传播

渠道具有多样性，在全新时代下，中职思政教育要接轨时代列车，

利用多种宣传手段，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比如，要发挥互联网

交互性和广泛性，借助微信、微博自媒体平台，采用漫改的方式，

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呈现形式，吸引中职生关注，也可选择成

语大赛、中华好诗词视频，在校园网络上传播，引导学生了解和

探索传统文化底蕴，达到提高文化和思想素养的目标。吾斯曼·吾

买尔提出，要运用好思政教育实践载体，将传统文化融入实践活

动中，设计传统文化实践育人主题，如开展围棋中学道理活动，

引导学生明白苏轼的“胜故欣然，败亦可喜”的道理，使其在实

践中深刻体验和醒悟道理。

（三）师资培养方面

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是关键。热沙来提·帕塔尔提出，要开

展教学竞赛和培训活动，提高思政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周晨曦

和闫新科提出，思政教师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要提高教学能力，

重视道德修养提升，把握正确政治方向，顺利将传统文化融入学

生思政教育工作中。魏楠认为，思政教师要重视传统文化研究和

学习，如阅读文化典籍，将经典学说和文化故事融入教学中，给

予学生正面思想引导。学校也要提供传统文化培训条件，邀请国

学专家进校园，开展思政教育与传统文化专题讲座，让教师能理

解传统文化内涵与育人价值，实现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

（四）管理机制方面

顶层设计和管理机制是传统文化与中职思政教育融合的保障。

陈丽娟认为，要建立大思政格局，从德育机制、校园文化活动机制、

教师政治制度、管理制度四个方面出发，构建中职德育与传统文

化顶层管理机制。崔小云和冼梨娜提出，要站在顶层设计的高度，

强调传统文化在学生思政教育中的地位，将传统文化育人视为思

政教育工作的关键环节，建立全方位教育机制。贾曼葳认为，要

建立校园文化管理机制，开展传统礼仪、国画会、诗歌朗诵、书

法展等活动，唤醒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热情，起到潜移默化思想

育人作用，还要将传统文化标语张贴在校园各处，如空白墙、食

堂和走廊。冯宪军、阮传伟、何荣杰认为，中职思政不应局限于

课堂教育，还要体现在学生日常生活管理中。比如，中职学校在

教室和图书馆，设置传统文化读书角、装饰角，组织学生读传统

典籍，还开展传统文化校园主题活动，提高中职思政教育和管理

成效。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深厚精神内核与宝贵思想

气韵，对中职学生思政教育工作、思想健康发展、中职办学影响

深远。因此，教师应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深层次地研究思政教育

与传统文化融合价值、难题与路径，为思政教育发展和传统文化

传承指明的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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