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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语言习惯、情感

认同、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广泛接受和普遍认

同的思想品格、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1]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5000多年连绵不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

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

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

丰厚滋养。[2]青年大学生是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建设者和

接班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振兴的主体。大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认同程度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

也关系到大学生自身能否健康成长成才。增强新时代大学生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不仅是要增强大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物质

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普遍价值认同，而且在认知、理解、接受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自觉地担当起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重任。

1  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现状

总的来看，新时代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较

高，对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持肯定态度，认为传统文化对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能够积极承担起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但也有部分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

知与理解存在误区，一些学生更是推崇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

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导致自身价值观发生扭曲，逐步陷

入“文化认同困境”。

1.1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存在差异性

当前，新时代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整体性认识，

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表现形式认知不清。部分大学生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四大名著、四大发明、风俗习惯、诗词歌赋、礼仪

礼节、中华饮食等器物文化和行为文化较为熟悉，而对哲学、价

值观念、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则比较陌生。除此之外，大学生对

中华传统节日的认识也不足，认为传统节日只是为自身提供了休

闲娱乐的平台，而对传统节日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不甚了解。相较

而言，大学生更热衷于西方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万圣节、情

人节、圣诞节、愚人节、复活节等洋节在大学校园中盛行。这种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碎片化感知以及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导致

一些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

1.2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存在功利性

目前，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带有一定的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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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虽然功利思维对大学生提高自身学习成绩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但其对大学生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着明显的消极作

用。部分大学生以是否“实用”或“有用”为标准，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评判，凡是有利于其获取荣誉称

号、考取相关证书或对其升学、就业有明显帮助的传统文化，

大学生的认同程度较高，反之则缺乏兴趣甚至拒绝接受。这种

功利思维以满足自身需求为目的，以获取物质利益最大化为价

值追求或行为导向，忽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领域对大

学生道德观、法治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涵育作用。

1.3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缺乏实践性

虽然多数大学生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

怀，在情感上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却缺乏积极性，也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

来指导自身的社会实践，这就导致了大学生知行不一，在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上出现了认知与行为相背离的现象。如大学

生普遍认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个人学习生活有重要影响，但不以其作为

自身做人做事的行为准则。违反课堂纪律、考试作弊、逃课等行

为体现出大学生对中华传统道德的践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缺乏实践性。

2  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问题产生的原因

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高校教育理念的偏差、家庭传统文化

教育的缺失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同。

2.1社会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

新时代大学生成长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伴随着经济

的快速增长、利益的日益分化和社会的急剧变迁，西方的各种思

想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和冲

突，不断对大学生原有的价值观念造成冲击。而大学阶段正是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时的大学生价值判断

能力和价值选择能力尚显不足，面对多种不同的价值观念，无法

做出理性的评判和正确的选择。除此之外，国内的历史虚无主义

思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虚化和否定，将近代中国国力衰

微、落后挨打的原因简单归咎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与阻碍，认为西

方文化远优于中华传统文化。这种在东西方多元价值观念冲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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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的“文化自卑”现象，使大学生从心理认知结构上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进行排斥。

2.2高校教育理念的偏差

近年来，受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社会对高校毕业

生专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致使一些高校片面地强调学生对职

业技能的掌握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忽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

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所起的重要作用，对大学生道德思想与价值

理念上的培养和引导相对不足，[3]缺少相应的传统文化教育体系

和有效模式。虽然部分高校开设了《唐诗宋词分类鉴赏》《艺术

鉴赏》《大学语文》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但大都属于

公共选修课，不仅课时较少，而且缺乏专门的教材。这就使中国

古代先贤的思想遗产、智慧结晶无法真正融入到大学教育之中，

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大大减弱，无法引起学

生的学习兴趣，因而也就难以让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

认同感。

2.3家庭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4]家庭教育会对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和言谈举止产生直接影

响。新时代的大学生基本都是独生子女，每个家庭都希望能在物

质层面上最大限度地满足孩子的需求，然而某些家庭却对孩子的

精神层面关注甚微。由于对孩子的过分宠爱，仁爱孝悌、谦逊好

礼、克己奉公、勤俭节约、诚实守信等中华传统美德在一些家庭

的教育中淡化甚至缺失。久而久之，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才起

来的大学生倾向于自我，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忽视社会责任，以

后便有可能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这种中华

传统美德与大学生家庭教育的疏离，削弱了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认同度。

3  增强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路径

现阶段，高校应针对大学生的文化认同问题以及大学生群

体特点和成长规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之

中，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所独有的精神财富和思想标识，

增强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从而引领大学生成为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3.1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课程体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

增强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主要途径。高校应结合自

身实际深入挖掘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内涵，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思政课教学之中，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通过积极

讲授和正向引导，让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不断受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染和熏陶，从而自觉承担起传承和弘扬

传统文化的重任。此外，高校还要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有针对

性地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文献

导读》等传统文化必修课和《中国武术》《中国书画》《中

国传统音乐》等传统文化选修课，促进大学生文化品格的提

升，使大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能够修身养性、怡情养志。

3.2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经过长期发展积淀而形成共识的价值体

系，也是一所学校环境氛围与办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更是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物质文化层面，高校

应充分利用校园建筑环境，构建具有学校特色的“楼廊文

化”，营造具有传统人文精神的学校“人文景观”，[ 5 ]在校园

内建造一些富含传统文化内容的石刻、雕塑，在图书馆、宣

传栏、教学楼等建筑的墙壁上悬挂含有传统文化的书法绘画、

名言警句、诗词歌赋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高校的

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使大学生无时无刻不处在浓郁的文化氛

围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在精神文化层

面，高校应立足自身实际，依托校风、校训、校歌，深入

挖掘其中蕴含的道德精髓和思想精华，开展富有特色的传统文

化教育活动，培养学生爱校荣校意识，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

质，引导新时代大学生在情感上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3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是培养大学生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平

台，是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要真正进入大学生的内心并得到认同，就必须让大学生在

社会实践中感知、体悟、践行传统文化。高校应通过多种多样

的社会实践活动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在

社会实践中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为认同”。首先，高

校要拓展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度与广度，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进

入社会，组织学生参观红色基地、博物馆、艺术馆、档案馆、历

史文化遗迹等，让学生通过实地走访和社会调查加深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其次，高校要提倡大学生积极参加

志愿服务和爱心公益活动，开展以“家校共育”为主题的关爱

空巢老人、关爱留守儿童、阳光助残行动等情感实践活动，让

学生和家长通过亲身参与、情景体验的方式共同践行中华传统

美德。最后，高校要组织学生积极开展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传

统节日庆祝活动，培育特色鲜明、气氛浓郁的节日文化，让大

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中认同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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