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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历史悠久，在其之上孕育的优秀文化博大精深，

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财富。近年来我国越发强调“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性”，文化软

实力、民族认同感、文化自豪感成为社会“热词”，故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间的借鉴融合成

为教育界极为重视的课题。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概述

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定义

我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指历史

长河中一定政治、经济、思想因素影响下诞生、发展并

流传至今的中国古代文化汇总。传统文化有多种表现形

式，既指古籍文献、文玩器物等实物载体，亦指风土人

情、价值观念等抽象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文化内

涵丰富，若想将其引入现今教学不得不经历“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环节。被提炼出的精髓，便是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

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之处便在于其能引人向上、

助人进步，对个人成长及社会发展都是有所助力的。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汇总，是各家思想精

髓的集合体，亦是被各民族认可且自觉遵守的价值观念、

道德准则。因而，能被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

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外震荡不断，加之

我国信息技术发展迅猛，人们接触信息越发便利，信息

内容也越发多元化。然而这类信息多是良莠不齐的，部

分信息存在刻意抹黑、夸大虚构的成分，外来价值观念、

思想观念对我国大学生造成了不小冲击。部分大学生迷

失在外来思潮、价值观念中，对本国文化及政治制度存

有误解、抵触情绪，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

义等不良思想在这些学生群体不断蔓延，使之成为缺乏

责任感、道德观念、法律意识的对社会毫无正面作用的

个体。

上述问题是现今社会真实存在的问题，溯其本源和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彻底存有一定关联。新时期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价值体系强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性，故而将中国本土优秀文化引入大学课程，是大

学生思政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意义

1. 有利于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

思想道德修养是为人的基础，一个人只有观念正确、

遵纪守法才不会危害自己及他人。诚如我国古代教育提

出的部分观点，如儒家思想强调为人应“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为人的第一步，只有完善自

身修养才能对家国天下有所作用。此外，儒家思想亦提

出“修身”的重点便是“仁爱”，即为人应做到“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一观点在现今

教育中亦是适用的。

此外，中国展现给国际的形象便是“中庸之道”，中

国对外交际秉承“求同存异”的思想。从中可见，优秀

传统文化对培养大学生道德品格、人格气质有着重要影

响，在为人处世、与人合作方面亦起到重要作用。

2. 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积极进取精神

现今社会发展稳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明

显提升，部分大学生对自身拥有的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

毫无感恩之心，反而强调穿戴、攀比炫富，一旦生活不

如其预期便自怨自艾、止步不前。这部分学生进入大学

也不愿在学业上多下功夫，成为玩物丧志、毫无责任感

的“社会蛀虫”。大学生精神层面亟待丰富，需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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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给予其精神感召。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周易》的一段

原文，强调君子面对万事万物应像宇宙般刚强有力、运

行不息的。这一精神是当代大学生理应具备的，是大学

思政课应纳入的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参照。

3. 有利于深化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

爱国主义是我国道德观念、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内

容，是个体忠诚之心的集中表现，亦是中华民族的集体

认同感、民族自信感的价值所在。部分大学生存有“外

国的月亮比较圆”的错误认知，在言论上“讽刺”本国，

这便是个体缺乏爱国精神的体现。“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这般忧患意识是传统优秀文化爱国精神的文字表达，

是应被融入大学思政教育的内容。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途径

1. 创设良好教学环境，落实优秀文化宣传

教学环境是教师开展思政教育的基础，教学环境大

致可分为有形环境、无形环境两类。有形环境指校内图

书馆、教室、寝室等实体环境文化氛围营造。如校内可

设立带有传统优秀文化意味的文学家、思想家、数学家

等人物塑像，借助其个人事迹营造校园文化氛围，潜移

默化中对学生产生影响。

无形环境则指教师言行举止、授课内容对学生起到

的影响，这要求教师自身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对思政课

内容有着独到见解。此外网络环境亦是无形环境的一种，

网络课程、网络数据库为学生获取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提供

便利平台，但校方应在网络环境的净化上多下功夫。

文化宣传便是教学环境的拓展，一方面校园内可定

期举行文化活动，如演讲、辩论、知识竞赛等，让学生

在活动中掌握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校方应充

分发挥新媒体及网络力量，打造校园特色文化 APP、客

户端等，提高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针对性、时效性。

2. 创新思政教学模式，丰富教育活动形式

思政教学的开展应结合学生生活实际，将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个人职业规划、专业能力提

升等内容融合在一起，并根据教学实际编纂精品课程、

课本教材。大学思政课程应与大学语文、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这类政治课程相结合，将传统优秀文化与大

学生未来就业观念相结合，对其专业技能、就业观念、

责任意识等予以综合培养。

就教学方式而言，传统的知识教育仍有其存在必要，

但教师应注意如何使枯燥的课本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诚

如前文所述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教师可借助多媒体

技术将文学作品、各家思想等以电影放送、知识竞答这

类形式完成教学目标。另一方面，实践教学亦是值得重

视的教学方式。校方应提供给学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

等机会，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深化助人为乐、与人为善、

自愿奉献等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让理论知识成为实践力

量。

3.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师资力量培养

基础设施的完善既是国家下达的明确要求，亦是学

生学习、听讲的硬性基础。有关基础设施，校方可自行

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如在教学楼、食堂、宿舍等学

生聚集之地张贴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将思政教育带进学

生日常生活中。

教师是思政知识的传播者，故教师应自觉掌握优秀

传统文化知识，并将其与其他大学政治课程相融合，借

助社会热点问题剖析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文化、道德、普

法教育。校方也应定期对思政老师予以培训、监管，若

教师出现认知错误、观点不当等情况，应及时处理。

四、结束语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精华整合，是

培养当代大学生爱国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等的精

神指导。大学思政教育是为了保证大学生具备正确的道

德观念、就业观念、处事观念，校方思政教育应具备校

园特色、当地特色，并将纪念日、节日引入其中，拓展

思政教育范畴。思政教育有待校方、教师、家长、学生

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未来思政教育将会更为成熟、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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