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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策略分析
陈丛丛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200）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沉淀，

其中涵盖的人生价值观和思想道德品质对当代大学生的成长成才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融入优秀的传统文化，

是顺应国家教育的发展变化的趋势。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

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也日益多样，对此，本文对传统文化融入高

校思政教育进行了研究，以促进高校大学生的思想觉悟和人生观

念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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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重点，在教授学生

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是高校思政教育开设的

目的。在新时期的教育环境下，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已是当代的教育主题。在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培养过程中，我国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显著的作用，因此高校必须抓住新时代互联网技

术的良好效应，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政教育之中。

一、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作用

（一）提升高校大学生的人文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着，在传

统文化的沉淀中孕育出我们引以为傲的思想道德价值和标准。优

良的人文素养会使人终身受益，如礼貌待人、踏实谨慎、谦虚谨慎、

自强不息等，这些人文素养是塑造高校学生健康人格的催化剂，

高校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在健康向上的传统文化的浸染和

滋润下，大学生必然会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提高人文素质修养，

健全自身的精神人格。新时代下，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

高校思政教育职中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立场，明确自身发展方向，

进而建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推

动我国高校思政教育的持续开展。

（二）促进高校大学生全方面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着，在传

统文化的沉淀中孕育出我们引以为傲的思想道德价值和标准。优

良的人文素养会使人终身受益，如礼貌待人、踏实谨慎、谦虚谨

慎、自强不息等，这些人文素养是塑造学生健康人格的催化剂，

高校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在健康向上的传统文化的浸染和

滋润下，大学生必然会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提高人文素质修养，

构建健全精神人格。例如，我国传统文化中道德文化、儒家思想、

法治思想等都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多样化

的文化的协同发展形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体系。我国传统文

化重视对“人”的培养，通过不断完善精神人格、实现理想来展

示文化的多样形态、儒家文化对“知己”的重视，都体现了在人

格上的完美追求。传统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给高校思政教育发

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丰富了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为我国

社会的发展培养了具备健全人格和正确价值观的新时代大学生。

传统文化中的“家国一体”的文化理念强调了追求崇高的人格精

神和厚德载物的胸怀等，这些传统理念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教育资源，进而促进高校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的融合策略

当下我国高校思政教育和传统文化的融合应向着“多层次、

多样化、目标一致”方面发展，其中的教学方式一定要遵循一定

的教育理念。一方面通过各种史料记载了解古代文明，了解传统

文化的教育特点，将其中的思政教育元素最大化地挖掘出来；另

一方面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通过不断地丰

富教育内容和创造相关情景来促进传统文化和思政教育工作的有

效融合。

（一）完善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

高校思政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知道大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价值

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大学生提升道德、法律和政治素

质的关键所在。高校思政教育教师就可以首先将传统文化加入进

课程教学中，利用传统文化引出生活中的实际的案例。如在课程

教学中，当看到比较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时，教师可以把社会中

可以匹配这种精神的重大事件引到教学中来，实际案例和传统文

化有着相同点，就可以加以联系运用，“经典 + 现代”的有效结

合具有鲜明的意义，能够让学生更快速、深刻地理解和掌握传统

文化的知识内涵，还能加深学生对实际案例的客观认识。其次，

教师可以利用传统文化的优势，来完善实际活动的文化魅力。运

用传统文化的知识底蕴，让学生掌握实际活动的深层意义，更好

地帮助高校学生在社会活动获得深层次的感知。

比如，高校学生会进行一些社区活动，到养老院和孤儿院做

义工。教师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多加入传统文化的知识理念。《礼

记·礼运篇》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曰：

“幸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高校学生通过亲

身实践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掌握，同时还能提升自身的社会

责任感，进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最终做到学知识为己用，

成栋梁为国用。

（二）普及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的传统文化素养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向学生渗透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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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就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素养，因为“想要给予

学生一杯水，教师首先要有一桶水”，传统文化素养就是那“一

桶水”。因此，教师只有不断提升自己传统文化的素养，才能不

断提升自己的感悟，教学方法才会不断多样化。一个具有丰富的

传统文化底蕴的思政教师并定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感染着学生对传

统文化的立场和看法，进而他们更加主动学习传统文化，汲取个

人的成长成才的文化营养。

首先，要相信榜样的的作用，高校教师是与学生关系最为亲

近的人，教师时时刻刻存在于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中，想要将传统

文化教育有机融合到思政教育中，就离不开教师对学生的影响。

因此，教师的发展也要围绕传统文化，要充分利用传统文化内容

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比如，帮助他人、保护资源、爱老慈幼、深

明大义等，让自己的身上有足够的闪光点，值得学生们去学习，

教师的身上展现的传统文化以及教师的实际行动，无形中指引着

学生感悟传统文化的真谛。另外，高校思政教师必须要立足于政

治的角度，从全局观念出发，认真学习传统文化，做好传统文化

教育科学融入进思政教育工作中。其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

化传承中，各种传统文化都有，其中难免会出现糟粕。对此，教

师必须全面透析传统文化，有效鉴别传统文化，不将消极、负面

的文化带给学生，影响他们的健康发展。最后，思政教育教师要

和其他高校工作者同心协力共同完成对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如在

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彼此切磋教育水平和文化内涵，也能互相分

享彼此的教学经验，发现各自的不足，并取其长处学习。这样不

单单帮助教师提高专业能力，还能掌握更多把传统文化加入到思

政教育的技巧，更能让自身的文化素养更上一层楼。

（三）创造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支撑环境

我们的信仰和追求都离不开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正因为这

些传统文化让我们能够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去面对世界，有原则地

去处理人生琐事。此外，传统文化也需要合适的环境才能更好地

融入到思政教育中，如果高校校园文化环境不利于传统文化的融

入，就要营造适合的文化环境，同时要不断地创造适合传统文化

融入的新环境。

比如，高校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学生长时间生活在优秀的

文化环境里，势必会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从而促进其对传统文

化的新感知。另外，我国社会是科技社会，是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

高校思政教师要运用科技的力量来创造支撑环境，创造良好的网

络环境。教师可以把微信聊天平台、网络搜索功能等转化为有用

的教学资源，挖掘它们的优势运用到教学工作中，通过健康的网

络环境展示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为传统文化融入到思政教育

提供坚不可摧的支撑环境。同时，高校也要学会利用本地的红色

资源营造支撑环境，利用红色教育，结合“改革开放的意义和新

时代的奋斗目标”等教育内容，将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以及社会

主义发展相结合，引导学生去思考自己的家乡改革开放的现实效

果。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学生边学习边树立人生理想和奋斗

目标。

（四）加强思政教育和国学衔接，完善知识体系

高校学生的文化信仰问题是亟需解决的，高校要百分百地重

视起来，把传统文化和高校思政紧密衔接，尽快解决高校学生的

思政问题，同时帮助学生们建立健康的人生观念，让他们步入社

会之后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去适应社会，去处理社会问题。把

传统文化融入到思政教育中，也需要思政教育和国学的衔接得当，

国学也是一种经典，它包含了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它自身

就带有一定的趣味性，学生要充分认识国学的魅力所在。

例如，高校为了让学生全面发展，还设立了很多选修课让学

生去学习，很多选修课跟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都有关系。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正确选择选修课，选修课的内容尽可能朝国学方面靠

拢，可以选择《鉴赏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两汉经学》等涵

盖优秀文化的国学内容，用各朝各代的各类文化学术来激发学生

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学生们感觉这种国学文化很有意思，自

然而然地去动脑学习，教师完成了思政教育工作，从而建立完善

有序的教育知识体系，这个过程就很好地展示了传统文化和思政

教育的融合。

三、结语

时代不断发展需要传统文化融入到思政教育中，在变化莫测

的国际文化背景下，高校的思政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只

有把握好本土文化，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把它融合到

高校思政教育中，才能解决现实存在的教育问题，全面提高思政

教育的教学质量。借助丰富的传统文化，高校思政教师不断改革

创新思政教育，源源不断地为社会输出高素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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