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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传统文化渗透高校思政教育的思考与实践研究
陈维佳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0）

摘要：传统文化浓缩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智慧结晶，彰显

了中华民族勤劳朴实、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

是高校思政教育不可多得的教育素材。高校思政教师要积极渗透

古诗词、民族英雄事迹，渗透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教育，组织劳

动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良好劳动习惯，弘扬时代楷模精神，传承

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等传统美德，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培养学生敬业乐业精神，开设思政第二课堂，提升大学生社会责

任感，让传统文化扎根高校思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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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教师要积极寻求传统文化和思政教学的契合点，开

辟多元化传统文化教育渠道，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古诗词和家国

情怀，让传统文化浸润学生心灵，提升大学生道德素养。传统文

化可以丰富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打破教材局限性，把时政新闻、

民族精神和古诗词等融入思政课堂，培养大学生文化自信和家国

情怀；组织劳动实践活动，弘扬中华民族勤劳朴实、吃苦耐劳、

自给自足的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时代楷模精神，弘

扬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等社会正能量，彰显传统文化充满人情味

儿的一面；围绕传统文化开设第二课堂，带领学生学习非遗文化、

民间艺术，展现工匠精神魅力，号召更多大学生学习和传承传统

文化。

一、传统文化和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现状

（一）传统文化和思政知识点衔接不太紧密

随着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很多高校思政教师开始尝试渗透

传统文化教育，但是传统文化和思政教学知识点的衔接却不太顺

畅，一方面体现在没有充分挖掘教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只是片

面性讲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没有把传统

文化渗透在这些模块教学中。另一方面，教师忽略了开发课外传

统文化素材，只是简单讲解红色文化和古典文学艺术作品，忽略

了渗透非遗文化、民间艺术等传统文化素材。

（二）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缺乏认同感

“00 后”大学生是“互联网 +”时代的受益者，他们深受互

联网文化、西方文化影响，片面追求西方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

反倒忽略了学习传统文化，更有甚者出现了崇洋媚外的错误理念。

例如很多大学生盲目追捧“洋节日”，对万圣节、圣诞节和情人

节习俗如数家珍，但是对端午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却兴致缺缺，

还有部分学生沉迷网络游戏和网络流行语，对汉字文化、古诗词

等缺乏了解，对传统文化认同感比较低。

（三）教师渗透传统文化的方法比较单一

高校思政教师没有利用大学生喜爱的线上教学、新媒体等平

台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单一的理论讲述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影响了传统文化在思政课堂的渗透。例如教师在讲解文化自信时，

只是引用一些唐诗宋词、山水画等，没有展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

会的广泛运用，例如山水画元素文创用品、唐诗宋词改编的流行

歌曲等，很多学生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不愿意花费精力学习

传统文化，这是高校思政教育急于解决的问题。

（四）传统文化教育缺乏实践活动支撑

高校思政课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古诗词诵读、古典名著阅读

等，传统文化教育流于形式，缺少实践活动支撑，枯燥的传统文

化学习方式难以吸引学生，影响了传统文化在思政课中的渗透。

例如思政教师只是为学生讲解岳飞、霍去病和文天祥等爱国英雄，

却忽略了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忽略了让学生

自主搜集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难以激发学生情感共鸣。

（五）忽略了利用时政新闻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部分高校思政教师把目光聚焦在古诗词、古典名著和民族英

雄等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忽略了挖掘和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时

政新闻，没有呈现出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例如教师没有

及时导入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先进事迹、七一奖章获奖者事迹和脱

贫攻坚楷模先进事迹，没有展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

不利于弘扬民族精神，影响了学生对民族精神的认知，不利于培

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国家安全意识。

二、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端正大学生三观

大学生深受网络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涉世未深的他们很

容易受到不良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真正“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端正学生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拒绝网络不

良文化。例如思政教师可以借助《论语》《孟子》等国学经典作

品开展教学，让学生了解崇尚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儒家文化，

讲解古代文人墨客身上的家国情怀，转变学生一味追求标新立异

的价值观，让他们继承民族之魂，让国学经典浸润学生心灵，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陶冶学生道德情操。

（二）有利于培养大学生文化自信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物质、制度、精神

和文化的结晶，包括了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和忠孝观

念等，彰显了含蓄隽永的文化魅力。思政教师可以积极引用古诗

词、传统节日、非遗文化等素材，展示这些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

的运用，例如全球掀起了“春节热”和“汉语热”，越来越多的

外国友人开始过春节、学习汉语，“一带一路”传播了中国的丝绸、

茶叶和刺绣等商品，展现了丝绸之路旺盛的生命力，展现我国历

来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展现传统文化对国际交往、

国家发展的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学生文化自信。

（三）有利于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

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政教学内容进行了补充和拓展，教师可以

搜集互联网素材，利用微课、微博和抖音等平台渗透、传播传统

文化，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例如教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学中，可以利用微课导入古代农村劳动场景，展现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自给自足、勤劳肯干的劳动风采，还可以导入景泰

蓝花瓶图片和烧制视频，展现古代匠人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敬

业精神，完美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化思政课教学内容。

传统文化让高校思政课焕发了新生机，让学生意识到其对民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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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家发展的重要影响，真正让思政跟上社会发展节奏。

（四）有利于传承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能启发学生情

感共鸣的支柱，思政教师可以结合中华民族抗争历史开展教学，

展示不同朝代发展历史，渗透家国情怀教育。例如教师可以讲解

霍去病抗击匈奴，守护汉朝边关的崇高爱国主义；岳飞坚持抗金，

不畏强权的爱国情怀，展现中华民族坚贞不屈、捍卫国家主权的

决心，有利于激发学生爱国热情，传承民族精神。大学生肩负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担，也是建设中国梦的生力军，民族精神可

以锤炼他们的意志力、陶冶学生道德情操，学习传统文化可以帮

助他们了解民族历史，继承民族精神，鞭策自己学好专业知识，

为祖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三、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体现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传统文化的提炼和再现，彰显了传

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旺盛生命力，思政教师可以利用传统文化渗透

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深化思政教育内容，规范大学生日常行为

规范，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和道德素养。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体现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爱国、敬业、诚实、守信

等传统美德，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发展，让传统与现代相融合，谱写了出新时期中国人民

奋斗篇章。高校思政教师要用好传统文化，让思政课堂更加接地气，

让沉寂已久的高校思政课堂焕发生机。

（二）新时代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体现了传统文化和职业精神的融合，时代在呼唤工

匠精神，各个行业都在学习古代匠人精益求精、精雕细琢、开拓

创新的匠心精神，这也成为大学生创业就业教育的重要素材。工

匠精神体现在非遗文化、民间艺术、建筑艺术等方面，渗透在各

个领域、各个地区，教师可以利用刺绣、书法、瓷器和篆刻等非

遗文化开展工匠精神教育，端正大学生职业态度，培养学生良好

职业道德素养。高校思政教师可以结合本校教育理念、优势专业

和地域特色，积极推广当地非遗艺术、珍贵文物等，让学生感受

传承千年的工匠精神，进而激发他们继承和弘扬工匠精神。

（三）国家安全意识

保家卫国、忠于祖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五千

年历史长河中涌现了很多民族英雄，这符合现代国家安全教育需

求，思政教师可以结合传统文化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升大学生

社会责任感，激励更多学生积极参军、维护国家利益。教师可以

讲解抗击匈奴的汉代将军霍去病、誓死不降的南宋名将文天祥，

再导入为守护祖国领土而牺牲的五位戍边英雄事迹，让学生了解

不同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同样义无反顾的选择，让传统文化照进

现实，更让学生明白国家安全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激发学生爱

国热情，培养学生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意识。

（四）时代楷模精神

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就不缺少英雄，这些民族英雄凝聚了艰

苦奋斗、热爱祖国、坚持不懈和自立自强等民族气节，影响了一

代又一代中国人，这些民族英雄都是当代大学生的人生榜样。思

政教师要积极开展时代楷模专题讲座，讲解钟南山、袁隆平、张

桂梅和黄旭华等时代楷模先进事迹，例如捍卫中国粮食安全的袁

隆平教授，一生扎根稻田，衣着朴素，创办教育基金，鼓励更多

青年大学生投身农业科研事业；张桂梅老师则是托起了云南贫困

山区女孩读书梦，用自己的工资、爱心资金创办免费女子高中，

改变了大山无数女孩和家庭的命运。教师要引导学生以这些楷模

为人生榜样，号召青年大学生继承时代楷模精神，激励学生树立

报效祖国、回报社会的远大志向。

四、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有效渗透路径

（一）挖掘古诗词文化，培养学生文化自信

古诗词是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蕴含了哲学、民族文化和民

族精神，可以满足高校思政理论和实践课教学需求。高校思政教

师可以利用古诗词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例如在讲解实践与

理论关系时，可以借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来

进行讲解，引导学生分析这句故事中蕴含的哲学知识，提升哲学

教学趣味性。学生可以结合语文知识翻译这句古诗，把这句古诗

翻译为：书籍上的知识比较浅薄，只有自己亲身实践过的知识才

能真正掌握，体现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古诗词可以为高校思政

课哲学教学注入新活力，引导学生开展跨学科教学，让学生体会

古诗词多姿多彩的一面，帮助学生掌握抽象的哲学知识，培养学

生文化自信。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古诗词培养学生文化认同感，

例如关于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古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

入屠苏”，介绍中国宋代春节燃放爆竹、喝酒、贴春联等习俗，

让学生了解传承千年的春节文化，激发学生对传统节日的喜好，

鼓励学生传承传统节日风俗，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古诗词不仅

可以为高校思政哲学教学提供素材，让哲学教学不再乏味，展现

传统文化兼容并包的一面，还可以利用古诗词讲解传统节日文化，

培养学生传统文化认同感，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

（二）渗透家国情怀教育，激发学生爱国热情

家国情怀是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的伟大情感，体现在古诗词、

国学经典、民间艺术和对外政策等方面，可以满足高校思政教育

需求。首先，思政教师可以利用微课开展教学，搜集一些弘扬中

华民族统一历史的电视节目和历史纪录片，例如央视节目《典籍

里的中国》中对《孙子兵法》的介绍，带领学生走进这部家喻户

晓的兵书，感受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统一历史。《孙子兵法》不

仅仅介绍了各种作战方法，还是一本“哲学宝典”，渗透着中华

民族“以和邦国”“以和为贵”的血脉传承，彰显了古代将士戍

守边关、马革裹尸的一生，让学生感受古人智慧，以及将士们保

家卫国、不怕牺牲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思政教师可以为学生讲

解这部典籍，介绍孙武著书立说的励志故事，孙武生活在动荡不

安的春秋末期，饱受战乱的苦楚，他在书中利用沙场故事巧妙讲

解军事理论，体现了中华民族“慎战”“安国全军”的思想，讴

歌了为国征战、誓死守卫国家、保家卫国的将士们，体现了家国

情怀。家国情怀教育可以让学生了解民族历史，了解一代代中国

人为国家统一、民族富强、保家卫国作出的贡献，激发学生情感

共鸣，带领学生跨越历史长河，接受爱国主义熏陶，培养学生国

家安全意识，让他们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升他们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

（三）开展劳动实践教育，提升学生劳动技能

勤劳勇敢、踏实肯干、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良好

品德，也是新时期高校开展劳动教育的精神源泉，思政教师一方

面要讲解劳动价值观，鼓励学生用汗水和努力追逐梦想，用劳动

实现自给自足，让他们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另一方面则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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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多元化劳动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体验清洁工、交通协管员和

食堂服务生等劳动岗位，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好习惯。首先，教

师可以利用微课展示秦朝青铜器铸造，唐代采茶、纺纱，宋代商

业集市等劳动场景，让学生真正感受中华民族勤劳肯干、自给自

足的劳动理念。教师可以利用网络红人李子柒段视频来渗透劳动

教育，让学生跟随她了解传统美食烹饪方法、丝绸刺绣等非遗文

化，让学生了解古人劳动智慧，了解传承千年的美食和非遗文化，

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更多学生积极学习烹饪、种植等

劳动技能。此外，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体验食堂洗碗工、校园清洁

工和交通志愿者岗位，让学生跟随基层劳动者进行学习，例如食

堂洗碗工需要清洗各种各样的餐具，让学生更直观感受剩饭剩菜

问题，洗碗工繁忙的清洗工作，让学生自发参与“光盘行动”，

自动归还餐具，转变自己的消费理念，让他们靠自己的劳动赚取

生活费。交通志愿者跟随交警学习交通法规，维持路口交通秩序，

体会文明礼让、遵规守纪的重要性，也让他们体验志愿者无私奉

献精神，提升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劳动技能。

（四）弘扬时代楷模精神，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

思政教师要紧跟时代发展潮流，把时政新闻融入课堂教学中，

弘扬时代楷模精神，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端正大学生“三观”。

例如教师可以为学生播放神州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视频，让学生

了解我国在航天领域走过的艰辛路程，中国人对浩瀚宇宙充满着

好奇，一直走在探索星空、探索未知的路上，用中国人独有的浪

漫书写了举世瞩目的航天成就。楚国文学家、政治家屈原在《天问》

中探索宇宙起源、天体运动、星宿观测等，体现了中国人对宇宙

的好奇与探索兴趣，2020 年我国发射“天问一号”探测器，开始

对火星进行探测。我国是最早开始观测星星的国家，提出了“二十八

星宿”，长期观测星星变化，根据星宿变化来推理气候变化，彰

显了中国人的浪漫和聪明智慧。一代代航天人传承了中华民族开

拓创新、自力更生、不怕困难的精神，涌现了钱学森、孙家栋等

航天科学家，他们克服技术封锁，在国家一穷二白的时候依然坚

持科研，甚至隐姓埋名几十年，放弃了自己的小家，为祖国航天

事业奉献一生，他们是民族英雄，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研

发中国人自己的载人飞船、空间站和星空探测器，展现了中华民

族攻坚克难、万众一心、深藏功与名的时代楷模精神，为祖国赢

得的荣誉，值得每一个学生学习。教师要弘扬航天英雄楷模精神，

引导学生关注国家时事，鼓励他们学习和继承时代楷模精神，激

励学生发挥所长，争做专业领域优秀人才，让他们肩负起建设祖国、

报效祖国的责任。

（五）开设思政第二课堂，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思政教师可以线上教学软件、新媒体开设第二课堂，一方面

开展传统文化专题讲座，讲解传统节日、文学古籍、礼仪教育和

非遗文化，把传统文化深深烙印在学生心中。另一方面则是传统

文化拓展活动，带领学生参观非遗文化馆，让学生亲身体验非遗

文化，了解民间匠人对传统手工艺术的传承和创新。教师可以借

助微博、微信等开展思政第二课堂教学，选用一些大学生喜爱的

短视频，例如《中国诗词大会》比赛视频和《经典咏流传》节目

视频，让学生感受古诗词、传统美食文化和国风歌曲改编等传统

艺术，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完美融合，从而激发他

们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情。思政教师还可以为学生播放《大

国工匠》纪录片，让学生了解各行各业涌现的大国工匠，例如为

火箭发动机焊接的高凤林，他拒绝国外高薪诱惑，数十年如一日

锤炼自己的焊接工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新传奇。学生可以

结合自己专业，阐述自己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并阐述成为大国工

匠需要做出哪些努力。此外，教师要组织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带

领学生拜访当地非遗文化传承人，让学生跟随民间匠人学习篆刻、

刺绣、篆刻等传统手工艺术，让他们切身体会工匠精神的传承。

思政第二课堂可以为学生提供体验非遗文化、领悟工匠精神的平

台，展现中华民族精益求精、开拓进取、追求卓越的民族精神，

端正学生就业态度，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

（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学生道德素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传统文化的再创新，也是当下社会

主流价值观，思政教师要把其融入教学中，既可以规范学生日常

行为，打造和谐校园，又可以陶冶大学生道德情操。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等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传统美德，中国自古以来就

有一诺千金、爱岗敬业、保家卫国、以和为贵的传统，这也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来源之一，思政教师要把传统文化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紧密衔接起来，运用传统文化浸润学生心田。首先，

教师可以列举出生活中一些不诚信、不文明行为，例如共享单车

未停放在规定区域、上课逃课和信用卡逾期等行为，强化学生诚

信意识，鼓励学生养成言出必行、遵规守纪的良好行为，让学生

养成一诺千金的好习惯。其次，教师可以针对网络“键盘侠”行

为组织班级辩论赛，让学生针对这一行为进行剖析，分析“键盘侠”

行为违反了哪些法律，大学生应该如何文明上网。有的学生支持

网络实名制，这样可以制止“键盘侠”行为，杜绝他们在互联网

恶意辱骂他人、传播他人隐私和散播危害国家利益的言论等行为。

有的学生则认为“键盘侠”行为体现了网民缺乏法律意识，把互

联网看作了法外之地，殊不知国家也会大力打击互联网违法行为。

此外，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诵读《论语》，了解中华民族待客之道、

礼仪文化和政治理念，让学生体会儒家倡导的“仁政”“爱民”

等施政理念，体会中华民族热情好客、肝胆相照的待客礼仪，让

学生了解我国兼容并包、和平交往的外交政策，让学生品味和谐

社会理念，陶冶学生道德情操。

五、结语

传统文化为高校思政课提供了新“营养”，思政教师可以利

用传统文化渗透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自信教育、德育教育、劳动

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让传统文化照进现实生活，激发学生学

习传统文化、思政知识的兴趣，让思政课堂焕发生机。思政教师

还可以把古诗词、文学古籍、民族精神、传统节日和非遗文化等

融入课堂，让学生品味传统文化之美，感悟民族文化之魂，进一

步提升学生道德素养，让他们肩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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