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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建筑设计类专业学生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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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文化教育是促进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健

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培养高职学生的思想品德，

对于正确引导学生自觉提高自身修养水平，提高职业素质，培养

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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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用自

己的勤劳所创造的悠久、绵延不断的历史与多彩的文明，包含及

其丰富的内容，而且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大致可以分为观

念文化、历史文物、制度文化、古代典籍以及民俗文化等。张岱

年先生指出，古代唯物主义与无神论传统、辩证思想、人本思想、

坚持民族独立的爱国传统，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罗

豪才认为，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天下一统的国家观、

人伦和谐的社会观、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勤俭耐劳的生活观等为

主要特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李宗桂认为优秀文化传统及其在当代的主要表现是：自强不

息的奋斗精神，和谐统一的博大胸襟，崇德重义的高尚情怀，整

体向上的价值取向。

所以综合学术界的观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华所在、精神所在、气魄所在，是体现中华民族精神价

值内涵的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

中形成的、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至今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

二、社会影响与自身缺位

近年来，受市场化、行政化等诸多因素影响，很多地方高校

办学行为中功利化现象十分严重，其一些做法和由此所产生的一

系列影响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高校里趋于边缘化。

大学具有良好的文化传承氛围，这对教育资源的积累和扩散

具有非常有利的条件，所以大学文化的传承是更高层面对文化的

坚守。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义”与“利”的和谐，主张“见利思义”、

先义后利。在得利时，一定要符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

在“私”利与“公”利上，要“公而忘私”；在个人与国家的利益上，

要“国而忘家”，把服从集体、国家、社会和“以天下为己任”

视为大道。在学生中深入地进行这些优良的思想品德教育，必然

对那些唯利是图、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思想起到强烈的抵制作用。

三、高职院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所包含的更多的思想观念以

及价值追求等方面的经典内容很难在一次学习中获得。所以，一

定要定期经常的学习，开展《大学生传统文化艺术素养》《如何

提高自身素养》《学习传统文化创建文化校园》等专题活动，对

提高大学生的自我修养发挥重要作用。开展读书和社团活动，指

导学生阅读“四书五经”等经典名著和诗经、汉赋、唐诗、宋词、

元曲等，并以班级开展学习体会和收获的交流活动，指导学生社

团组织开展传统文化学习活动，使学院出现了创建和弘扬传统和

谐文化的氛围。

通过学院、社团或通识教育课程组织学生身着汉服，手持竹

简，头戴儒巾向孔子行拜师礼进而体验古代礼乐文化，礼乐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我们的生活以及发展影

响非常大，这种仪式再现的体验教育既对先人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又使参与的大学生真切的体验了中华传统的礼乐文化。通过对先

贤的怀念和追慕，使大学生既得到了情感的体验，又融合了文化

的认知。

教育措施一方面是以此为平台开展“感受礼乐之兴”为主题

的体验教育；另一方面是搭建众多平台，让有兴趣的学生参与到

场馆的服务与工作之中。在这个环节中学生既是学习的体验者、

受教育者，同时又是参与场馆服务的工作人员。他们不但在这里

进一步学到了相关知识，同时这里也是他们展现自己对传统文化

热爱、传统文化特长以及进行志愿服务的一个舞台。这种方式创

新了教育开展和传承的新模式，加强了传统文化的呈现力、诠释

力和影响力。

开展京剧艺术教育，通过建立长效机制，纳京剧艺术教育于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培育传统艺术社团，强化校园文化内涵，以

及以留学生为载体，扩大宣传和教育范围等一系列的手段较好的

开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育传统艺术社团，强化校园文

化内涵。通过“加强品牌引领，打造校园经典诵读文化；强化内

涵提升，深入开展经典教学研究；开展校地联动，大力推广经典

普及活动。”在教育传承方面，一方面通过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到学生的课程之中，以及邀请知名的专家开展讲座，使其纵

向传到学生身上；另一方面通过学生的社团和活动引导学生进行

自我探索、自我教育，在横向方面进行传承。

高职院校应该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对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进行一定的摸索与实践。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其一是学校比

较重视，学校高层的重视决定了学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的理念，以及能否长久坚定的实施下去。其二是学校均结合多种

模式和途径进行开展，可总结为主要主要依托学校的通识教育课

程、德育课程、德育课程以及学生活动等模式进行开展，即在发

挥学校垂直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基础上，创新开展形式，塑造教育

氛围，鼓励大学生在实践参与中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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