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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途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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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着被冲淡和遗忘的风险。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需要

将其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思想政治素质。本文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的途径进行探析，旨在为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素养提供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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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精神家园，蕴

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历史传统等，对于培养当

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1.1 建立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通过设立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可以集中整合各类资源，

为大学生提供一个深入学习和研究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 [1]。

在这里，大学生可以接触到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料，了解中华

民族的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研究中心还

可以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举办讲座和交流，提高大学

生的研究水平和学术素养。

1.2 建立学术研讨会和讲座中心

第一，专家学者们会通过讲解、互动等形式，向同学

们传授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让他们了解到传统文化的丰富

内涵和独特价值 [2]。同时，这些活动还可以让大学生了解到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

悟和文化素养。第二，同学们可以与专家学者们进行面对面

的交流，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疑问，从而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

的兴趣。此外，一些讲座还会邀请到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等现场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大学生亲身感受

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增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

情。第三，同学们可以学习到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

结合，发挥传统文化的创新潜力。通过这些活动，大学生不

仅能够更好地了解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还能够为传统文

化的创新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3 建立实践基地

第一，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可以让大学生在实际操作中了

解传统文化。例如，可以组织书法、绘画、剪纸、泥塑等传

统艺术的学习和体验活动，让大学生在动手创作的过程中，

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还可以开展茶艺、香道、

插花等传统生活艺术的体验活动，让大学生在品味传统文化

的同时，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第二，民间艺术传承活动可

以让大学生深入了解民间艺术的精髓 [3]。民间艺术是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通过参观民

间艺术家的工作室，观摩他们的表演和创作过程，大学生可

以更好地了解民间艺术的内涵和技艺。同时，还可以邀请民

间艺术家为大学生授课，传授他们的技艺，让传统文化得以

传承和发扬。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可以让大学生

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瑰

宝，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工作，大学生可以了解到许多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文化

内涵，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同时，参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工作，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扬。

1.4 搭建其他高校和社会组织合作平台

第一，可以与国内外知名高校联合开展研究项目，共

享资源，共同探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此外，

还可以通过文化交流活动等方式，加强与其他高校的交流与

合作，提高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3]。第

二，科研机构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具有专业优势，

可以在保护、修复、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可以与科研机构共建研究平台，共同研发适用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的创新技术和方法。同时，还可以借助科研机构的资

源，开展相关技术的培训和普及工作，提高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基地的技术水平。第三，文化、教育等社会组织在宣传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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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教育培训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可以更好地传播优秀

传统文化，扩大传承基地的社会影响力。可以与这些组织共

同开展文化传承活动，如举办展览、演出等，让更多的人了

解和关注优秀传统文化。此外，还可以与教育部门合作，将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民族

自豪感。

2. 通过社会实践、丰富的活动形式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2.1 社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可以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服务、社

区建设等，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在这些活动中，大学

生可以深入基层，了解民风民俗，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4]。同时，他们还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当地的文化

传承和发展提供支持。例如，历史专业的学生可以参与地方

志的编写，文学专业的学生可以为当地的民间故事进行整理

和创作。通过这样的实践，大学生不仅能够提高自己的综合

素质，还能够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贡献。

2.2 各类文化活动

大学生还可以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如传统节日庆

典、民间艺术表演等，让大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和体验优秀传

统文化的魅力。在这些活动中，大学生可以学习传统技艺，

如书法、绘画、剪纸等，还可以参与传统戏曲、舞蹈、音乐

等方面的表演。通过这些活动的参与，大学生可以更好地理

解和领悟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从而增强自己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和自豪感。

3. 建立传统文化传承团队，制度教学大纲，建立有效

的管理制度

3.1 建立传统文化传承团队

成立专门的传统文化传承团队，负责对大学生进行系

统的传统文化教育。第一，选拔过程应该注重公平、公正、

公开，确保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才可以是高校的教

授、研究员，也可以是民间的文化传承人。他们不仅具有深

厚的专业知识，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将传统文化知

识有效地传授给下一代 [5]。第二，在选拔过程中，应该注重

候选人的专业素养和教育背景。他们应该是对传统文化有深

入研究的专家，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和独特的见解。同

时，他们应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能够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将

传统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第三，传统文化不仅仅是理论的

学习，更重要的是实践的体验。因此，选拔的人才应该有良

好的实践能力，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

学习和体验传统文化。

3.2 构建教学大纲

3.2.1 明确教学目标

在编写教学大纲时，首先要明确教学目标。要通过这

个教学大纲，让大学生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特点和价值，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增强他们

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养 [6]。

3.2.2 整合课程资源

为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课程体系，需要整合各类课程资源，包括将相关课程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程相结合，如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课程；

同时，还可以邀请专家学者举办讲座，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

学习资源 [7]。

3.2.3 设置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方面，可以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

和大学生的实际情况，设置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让

大学生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起源、发展过程以及各个时

期的重要文化成果。第二，引导大学生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社会观念、道德观念等核心价值观，

并将其与现代社会价值观相结合 [8]。第三，让大学生了解并

欣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学、艺术、建筑、音乐等方面

的艺术成就，培养他们的艺术鉴赏能力。第四，让大学生认

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积极意义，如对于民

族团结、社会稳定、个人修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3.2.4 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第一，讲授方法：通过老师的讲解和阐述，帮助学生

建立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认识。在讲授过程中，老

师可以结合历史背景、文化内涵、艺术特点等方面进行详细

解析，使大学生对中华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9]。同时，老

师还可以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如图片、视频、音频等，丰

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第二，讨论方法：在课堂上，

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围绕某个主题进行讨论，如儒家思想、道

家哲学、佛教文化等。通过讨论，大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和层面去思考问题，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

讨论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学会倾听和尊重他人

的观点。第三，实践方法：学校可以组织大学生参加各种实

践活动，如参观历史文化名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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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艺术表演等。通过亲身体验和感受，大学生可以更加深刻

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此外，学校还可以

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如支教、志愿者服务等，让学生将所学

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四，体验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设计一些有趣的

互动游戏和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例如，通过学习诗词歌赋，学生可以在

课堂上进行朗诵比赛；通过学习传统手工艺，大学生可以亲

手制作剪纸、泥塑等作品；通过学习戏曲表演，学生可以扮

演各种角色，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

3.3 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

3.3.1 制定完善的教学计划

教学计划是教育工作的基础，只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

内容，才能确保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制定教学计划时，

应该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以及传统文化

的特点和内涵。同时，还应该结合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完

善教学计划，使之更加符合实际需求 [10]。

3.3.2 加强对教材编写的管理

教材是传授知识的重要载体，高质量的教材对于提高

传统文化教育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当加强对教材

编写的指导和管理，确保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

同时，还应该鼓励教师根据实际需要，对教材进行适当的改

编和补充，使教材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需求。

3.3.3 加强教师培训工作

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主体，优秀的教师队伍对于提高传

统文化教育的质量具有关键作用。因此，应该加强对教师的

培训和指导，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同时，

还应该加大对优秀教师的表彰和奖励力度，激发教师的工作

积极性和创新精神。

3.3.4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是教育工作的导向，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

体系对于提高传统文化教育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

当建立一个以学生为主体，注重过程和结果相结合的评价体

系。在评价过程中，应该充分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发展需

求，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

4. 实现自育与他育的双赢目标

第一，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

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和人生智慧。通过学习优秀传统文化，

大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族自豪

感和文化自信，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同时，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许多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也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

第二，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引导学生学

习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等，深

入挖掘其中的哲学思想和道德观念。第三，在教育过程中，

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既要热爱本民族的优

秀传统文化，又要尊重世界各国的文化遗产，形成包容、开

放、进取的文化心态，使学生具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5. 服务地方基础教育

第一，支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大学

生深入到基层，了解当地的教育现状，为当地的孩子们提供

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支教活动，大学生可以将自己所学的

专业知识传授给孩子们，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成绩，拓宽视野。

同时，大学生还可以借此机会，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增进

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第二，地方基础教育中的传统文

化教育往往较为薄弱，大学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兴趣，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如民间艺术、传统戏曲、

民间手工艺等，让孩子们亲身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

这些活动，大学生可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孩子们的文

化自信，为他们的成长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6. 结束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当代大学思政教

育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通

过社会实践和丰富活动形式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建立传统文

化传承团队和制度教学大纲、实现自育与他育双赢目标以及

服务地方基础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何志阳 , 骆春榕 , 罗雪梅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路径探索 [J].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

研究 ,2023(03):28-30.

[2] 李丽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四

维一体化”融合研究 [J]. 大学教育 ,2022(05):158-161.

[3] 何岩 . 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融合的研究 [J]. 大学 ,2022(06):45-48.

[4] 丛景妤 , 李晓 , 王华奇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



教育发展研究 5 卷 10 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44

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研究 [J]. 时代报告 ,2022(01):128-130.

[5] 张阳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

合路径分析 [J]. 中州大学学报 ,2021,38(06):97-100+111.

[6] 张洪娟 .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融合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1(17):56-58.

[7] 党玉娇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融合问题探析 [J]. 河北农机 ,2021(06):105-107.

[8] 陈 菲 . 以 文 化 人 理 念 下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与 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探析 [J]. 作家天

地 ,2021(11):176-177.

[9] 冯启玲 .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融合 [J]. 文教资料 ,2021(09):82-83.

[10] 李瑛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融合研究 [J]. 科学咨询 ( 教育科研 ),2021(01):5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