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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和高校思政教育融合路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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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思政课是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中

华传统优秀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

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在新时代背景下，

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从内容和形式等路径上与高校思政教育进行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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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课是高校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最重要的课程。在

教育教学过程中，要积极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进

一步提高课程质量，改进教学效果。

在众多教学方式中，把传统优秀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教学过程

之中，就是一种值得探索的教学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宏观历史背景下，这种融合教育意义重大，十分必要。

一、将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合理融入到思政课教学内容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

勤劳勇敢的我国劳动人民创造了浩若星汉的灿烂文化，孕育了无

比辉煌的文明成果，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

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适当将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引入

课堂，能增强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果。

如在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思修》）

第一章“创造有意义的人生”时，可引导学生收集古今名人的著

名诗句、格言，如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王安石的《题张司业

诗》、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等诗词；《论语》《孟子》和《史记》

等著作中的相关名言等，以加深学生对正确人生观的理解和认识。

在学习《思修》第二章“坚定理想信念”时，可适当引入清

代学者金缨编著的《格言联璧》中的“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

山距海，不能限也”，并介绍其背景和含义。通过“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引导学生学习了解老子的《道德经》，以加深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在学习《思修》第三章“弘扬中国精神”时，可引入《论语》《孟子》

中的相关名句，以及陆游、辛弃疾、林则徐、张载等人的生平事

迹和他们的爱国名言，加强学生对爱国主义精神的理解和认识。

在《思修》第四章的学习时，可重点引用中国历史上诸子百

家关于价值观的名句名言，帮助学生掌握中华优秀文化是涵养当

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学习《思修》第五章“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中的“传承

中华传统美德”内容时，可重点引用介绍《诗经》《尚书》《礼记》

等经典著作中的名言名句，介绍孔子、孟子、墨子等思想家的相

关观点，使学生全面掌握中华优秀文化的基本精神。

二、把近现代历史事件和著名历史人物纪念活动适当融入思

政课教学之中

在课堂教学过程时，把近现代中外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

人物诞辰或逝世纪念活动适当融入到教学过程之中，将其与当前

时事热点有机结合起来，以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时政热点，

加强思政课教学效果的教学目标。

每逢这些重大历史节点，党和政府会举行隆重热烈的纪念和

庆祝活动，众多媒体会进行大量的宣传报道，为思政课联系和结

合实际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如 2015 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七十周年。可重点将以“坚持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必胜

的精神”为主的长征精神和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

为核心的抗战精神融入到《思修》课中的人生观、理想信念和弘

扬中国精神等教学内容；融入《毛概》课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的教学内容。

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教学

过程中，可重点将马克思生平事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思

修》课中的人生观、理想信念和《毛概》课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教学内容结合起来。将改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毛

概》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教学内容结合起来。

2019 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教学过

程中，可将五四运动的形成背景和过程、以“爱国、进步、民主、

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和《思修》课中的弘扬中国精神、《毛概》

课中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教学内容结合起来。

2020 年是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在课堂教学时，可将

以“为了祖国，舍死忘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主的抗美援朝精神

和《思修》课中的弘扬中国精神、《毛概》课中的新民主主义社

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教学内容结合起来。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教学过程中，可将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波澜壮阔的发展壮大史与《毛概》课中的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背景和发展过程紧密结合起来；将建党一百年

来涌现出来的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与《思修》课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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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观、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精神等章节内容结合起来。通过大量

的事实和案例，结合相关内容进行教学，可以产生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探索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性

地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以调动广大学生的学习自觉性，活跃

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充分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课件、云班课、微信公众号、QQ 群以及

音视频资源播放等形式引入优秀传统文化内容。

同时，在课堂教学中，可探索利用诗词诵读会、诗词知识比赛、

名人名言分享会、古今名人事迹报告会、优秀经典读物读书交流会、

学生上台讲经典等形式开展互动教学，吸引广大学生广泛参与。

在课余活动中，可利用专题讲座、经典诗文读书交流会、国

学文化知识竞赛、优秀影视作品鉴赏会、征文比赛、歌咏比赛、

成立传统文化爱好者协会等各具特色的活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思政融合教育渗透到大学生全部的学习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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