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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时代下国学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研究
颜　妍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1）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融媒体时代的到

来，这意味着信息的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对于每一个大众

来讲都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教师可以借助

融媒体的优势更好地开展的教育工作。目前，在融媒体时代背景

下，将国学融入到高校思政教育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不过

在融合过程中，既体现出了正面的影响，也展现出了负面的作用。

为此如何利用融媒体的优势来扬长避短是相关教育工作者十分关

注的事情。本文重点分析国学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优势，并探讨

在借助融媒体手段提升二者融合的具体对策，以促进高校思政教

育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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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国已经正式步入了互联网时代，这意味着融媒体的应

用越来越频繁。在高校思政教育过程中，传统文化一直是教学的

经典素材，为此将国学为高校思政教育中具有较大的价值。

高校思政教育为学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有助于加强他

们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和理解，并用优秀的国学

作品来促进学生道德品质的提升。

但是，国学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实际融入过程面临着认识不

足、意识薄弱、融入渠道窄等困境，加之融媒体的虽然强化了主

体之间的互动性，但是却难以保证信息传播的质量。

目前，国家对于国学教育重视程度逐渐增加，并且将其融入

到教育的方针侦测之中，但是大部分教师认为国学应该在语文教

学中融入，为此，其他学科教师对于国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并不高。

正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教师应该尝试采用全新的融媒体手段来

加速国学在思政教育中的融入对策。

一、融媒体时代国学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优势以及内涵

（一）利用文化经典健全学生人格

健全的人格能够帮助学生积极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并且

和谐处理与不同对象之间的关系，这是学生身心逐渐成熟的表现。

目前，健全的人格主要体现在学生的思想、情感以及学识等内容，

这也就是国学中阐述道的知行合一思想。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对于健全人格的阐述内容是十分

多的，例如，在中学阶段，学生会学习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内容，这些对于学生人格的完善有

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也意味着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学家在

很早就认识到个性的重要性，它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

直到现在，道德品质教育仍然是教育的重点内容，且贯穿了

整个教育阶段。在大学生道德品质提升人的过程中，国学中的“三

省吾身”“博学、慎思、笃学”等观点为思政教育提供了充足的

理论基础。

将国学融入到高校思政教育之中，并尝试依托融媒体的手段，

可以与思政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整合，从而认识到社会

主义的独特性。

（二）利用国学文化培养学生爱国精神

中国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正是在这种背

景下，爱国精神一直我们重要的文化。在国学经典中，体现爱国

精神的内容并不在少数，如中学阶段我们会学到“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等爱国名句。

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传统故事中，岳飞精忠报国、张骞出使西域、

郑和下西洋等都体现出了浓郁的爱国精神。甚至在我们经常看的

影视作品或者小说之中，爱国精神同样十分明显，如《射雕英雄传》

中的抗金便是最为经典的小说。

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爱国精神已经成为深深植入到每一

位中国人的心中。在当前的思政教育中，国学文化对于学生爱国

精神的培养有着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

（三）国学文化能够帮助学生构建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国学文化有助于帮助学生构建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代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精神与活力，对于他们对于新鲜事物兴趣

程度十分高，且因为个性化的差异所感兴趣的内容也是存在着较

大的不同。

而国学文化中“人和而不同”的内涵则是可以帮助当代大学

生形成一定的共识，进而帮助统一根本性的思想，从而形成相同

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这种做法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当

然这里的统一思想并非是强制性的要求人们的思想一致，而是要

求学生需要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

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换句话来讲，人需要依附于社

会，而社会的稳定有助于提升人的生活水平。想要实现社会的和

谐稳定，那么大家就需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以及社会行为准则。

这种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对于青少年发展是由极大作用的。

（四）国学文化能够帮助学生提升民族文化认同感

国学文化传承了几千年之久，迄今为止仍然能够熠熠生辉。

这意味着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且在历史长河

的洗礼中越发凝练。

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学生崇洋媚外的现象严重，对于本国文

化秉持着一个忽略的态度，不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将国

学文化融入到思政教育中，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到本国民族文化所

具有的独特魅力，并且感受到中华文化所形成的一系列中国特色

思想。

中华文化是一种美学，其语言含义博大精深，言简意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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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强的吸引力。国学文化可以让学生认识到中西方文化之间的

差异，让他们找到本源之中的精神归属感。

只有大家认同本国文化，才能够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继承与

发展，进而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发展奠定基础。

为此，利用国学文化强化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二、融媒体背景下在思政教育中开展国学教育的优化对策

（一）利用融媒体拓宽国学教育的途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

传统的教育以及信息传播方式大多为纸质传播以及无线电传

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书籍以及电视。但是这种传播方式，很难

受到受众的反馈，而将融媒体与传统媒体进行融合，不仅能够整

合媒体资源，还可以打破传统的受众渠道，拓宽信息的传播途径，

实时收到来自受众的反馈信息。

一谈到国学，大家很容易想到一个词，叫做“长篇大论”，

因此在开展国学教育的时候，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往往不会很高。

传统的教育模式，学生只能够被动地从教育工作者处来接受信息，

无法表达自己的真是想法以及建议。

但是在融媒体的环境，青年学生可以使用各种电子设备、各

种软件、App，既可以实现自由自在的接受信息，可以与信息发布

人员进行互动交流，从而将信息的单向传播向着双向传播的形式

进行过渡，这对于大学生国学教育积极性提升有着很大的帮助。

教师除了在思政课堂上采用语言讲授的方式来传达国学教育

内容之外，还可以借助影视资料、新闻热点等融媒体渠道来弘扬

国学文化。

例如，在中华诗词大会上的后半段比赛中，出题人总是给予

选手们某个主题，让这些选手们根据主题来背诵出相应的诗词，

而一旁的专家与裁判则是会对学生的诗词进行分析，来帮助大家

进一步了解其内涵。

当出题人给出“自强”的主题时，一位选手爽快答出了“生

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此时一旁的专家便会对该诗句

中诗人的远大理想以及广阔的胸襟进行阐述。教师利用这种方法

可以有效给予学生一定的画面冲击，实现国学教育、思政教育以

及学习兴趣提升的三大目标。

（二）利用融媒体为国学文化活动开展创设情境，陶冶学生

情操

除了所谓的诗词歌赋以外，国学文化所包括的内涵远远不止

这些。国学文化涉及到哲学、宗教学、艺术、医学、经济学等多

方面的内容。像艺术学科中的琴棋书画均属于国学文化的范畴。

教师在思政教育中渗透国学文化的形式可以采用实践活动的

方式开展，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偏激向着平衡进行过渡。而

在实践活动开展的前期，教师则是可以利用融媒体来为国学文化

实践活动的开展创设情境，让学生在最短时间内更快地参与进来。

例如，教师准备带领学生开展笛子实践演奏活动，在陶冶他

们情操的同时帮助他们弘扬中华艺术。但是很多学生并没有笛子

基础，对于该项活动产生了一定的畏难心理，参加的积极性不是

很高。

此时，教师利用哔哩哔哩网站为大家开展了一堂 up 博主的演

奏视频展示课，视频之中，许多博主们将自己录制的笛子演奏视

频上传至网站，且演奏的作品多是学生喜爱的流行音乐，这让学

生们见识到了笛子的魅力之处。

同时在众多演奏的视频里，演奏的博主年级不一，有七八十

岁的耄耋老人，也有七八岁的孩童，这不仅让学生们认识到笛子

学习不分年龄，部分性别，只要用心，一定可以学好。

正是教师采用融媒体为学生渲染了实践活动开展的氛围，激

发了他们积极参加活动的欲望，对于后续活动的开展进行了铺垫，

导致该实践活动产生了不错的效果。

（三）利用融媒体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学生投入到国学

教育中

目前，高校对于融媒体的应用程度是比较成熟，如每个学校

都有自己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甚至部分职能部门为了处理学生

事物，也会开设专门的平台，这为教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那就是各个融媒

体平台都是独立运营的，之间的联系比较薄弱，这就导致学校各

个融媒体平台发布的内容也是各不相同，质量也不敢有所保证，

很难做到统一化的管理。

为此，学校应该建设品牌化的融媒体平台，并且采取专业化

的管理手段，加大全新技术的支持，将精品化的国学内容融入到

融媒体教学之中。

同时，学校还要保证融媒体平台的每一档栏目都设置的科学

合理，凸显不同栏目之间的优势，并且能够自动收集学生们的反馈，

不断优化融媒体平台，进而充分发挥出融媒体平台所具有的宣传

作用，力求让每一位同学都可以通过融媒体平台对国学文化耳濡

目染，并将其作为自身发展的一个准则，以达到思政教育的最终

目的，提升青年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结语

思政教育是任何一个教育阶段都不能给缺失的内容。在当前

教育背景错综复杂人的情况下，国家鼓励将国学文化融入思想政

治教育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想。而新媒体时代的

到来，则是将国学文化渗透进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推向了新的高潮。

思政教育应该正确认识并应用融媒体来凸显国学文化的育人价值，

从而促进高校思政教育实效的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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