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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凝聚了先人的智慧结晶，也凝

聚了民族精神，能带给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随着我国国际影响

力的提升，全球掀起了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高职院校作为培育

英才的摇篮，更应该要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把传统文化融入思政

教育中，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大学生个人修养。高职思政教育可

以从中华传统美德、传统意识、传统节日文化、儒家思想、服饰

文化等角度入手，呈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多样化，带领大学生学习

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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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涵盖了哲学思想、传统美德、语言

文字、文学艺术、服饰文化、饮食文化、节日文化等，可以说是

覆盖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它为高职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笔者认为高职思政教育可以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把传统文化当

做新时期思政教育的核心，培养大学生文化自信，让他们积极、

自主参与到传统文化保护和继承中，尽快成长为合格的“中国梦”

接班人。

一、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提升学生道德素养

明礼诚信、勤俭节约、仁爱孝悌等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代表，

也是大学生比较欠缺的品质，教师可以结合中华传统美德开展教

学。例如教师可以结合国学经典作品《论语》《孟子》等讲解中

华传统美德，孔子提倡君子之风，为人处世要遵守忠、孝、信、义、

让准则，懂得谦让他人，忠于自己的国家，不流于世俗，对他们

友善真诚。古人讲说重诺守信，不轻易对他人许诺，一旦许诺就

要全力践行自己的诺言，这才是取信于人的良好品德。

很多大学生经济尚未独立，但是存在挥霍生活费、盲目攀比

的情况，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体验清洁工、洗碗工等工作，让学生

参与到劳动中，感受中古人所说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鼓励大学生自食其力，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教师可以展示一

些爱国主义诗人作品，例如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陆游

的“尚思为国戍轮台”等爱国诗句，培养大学生的浩然正气和爱

国情怀，这也是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有效策略。

二、传承中国传统艺术，培养爱国情怀

五千年历史孕育了灿烂的传统艺术，例如书法、刺绣、戏曲、

剪纸、国画等艺术，受到了很多国外友人的喜爱，开始走上国家

舞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外来文化迅速传入我国，一些大学生

存在“崇洋媚外”的心理，教师要借助传统艺术纠正学生的这种

心态，让大学生重新回归到传统艺术学习中。

例如教师可以搜集一些刺绣作品，例如苏绣、蜀绣、湘绣，

感受这门指尖上的艺术，利用五颜六色的丝线，利用绣花针绣出

精美的图案，展示刺绣在国家时装周上的运用，提升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汉字作为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记载了历史发展，教

师可以利用书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展示楷书、隶书、甲骨文等

书法作品，激发大学生爱国情感，感受书法中传递的为人正直、

洒脱的生活态度。

三、继承传统节日文化，培养学生文化自信

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一些洋节日开始进入国内，圣诞节、

情人节、感恩节成为了大学生的“宠儿”，这些洋节日对传统节

日造成了冲击。笔者认为高职思政教育要重视传统节日文化讲解，

讲解春节、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讲解节日起源、

风俗习惯、饮食文化等，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例如春节代表新一年的开始，贴春联、包饺子、剪窗花、拜

年等是传统风俗，寄托了人们对来年美好生活的期盼，具有浓郁

的中国味儿。重阳节则是我国的敬老爱老节，各地有登高、赏菊、

品黄酒的风俗，倡导人们重视孝道文化，关爱家中老人。中秋节

则是象征着团圆，历来就有家人团聚赏月、品月饼的风俗，这些

传统节日浓缩了文化、风俗习惯，可以说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可

以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让学生重视传统节日，继承独树一帜的

传统节日文化。

四、学习儒家中庸思想，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家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学派，倡导“天人合一”、中

庸之道，这和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似的，高职教师

可以带领学生学习儒家学说，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例如教师可以讲解“中庸之道”，对君子之风进行了描写，

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具备仁、义、礼、智、勇，提升自身修养，尊

重先人、爱护族人、优待远方来的客人、爱护百姓等，这样才是

对国家有益的人。中庸之道还倡导“各安本分，各负其责”，每

一个人要忠于职守，不越规范，不犯上作乱，要多干实事，而不

是标榜自己的供给，追求天下的和谐与安康。中庸之道和爱国敬业、

诚实守信等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似的，教师要引导

学生学习儒家学说倡导的中庸之道，提升学生的个人修养，加深

学生对国学经典的理解，弘扬优秀传统儒家文化。

五、结语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职思政教育开辟了新的思路，

教师要筛选传统美德、传统艺术、传统节日文化、儒家学说，带

领大学生深度学习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在思政课堂释放魅力，

提升大学生的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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