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发展研究 2024 年 第 11 期 - 高等教育

62

大学语文课程中传统文化元素的思政功能研究
玉 莲

（兴安职业技术学院 137400）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深远的意义。大学语文课程天生具有丰富的思政属性和优

势，在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的同时，向学生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进行职业、思想、道德、情操以及审美

的教育。本文重点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语文课程中的思政功能，分析了其重要性和具体应用方式，并提出了提升

大学语文课程中传统文化元素思政功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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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新时代高校教育的重要任务
[1]
。大

学语文课程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具有独特的思政功能。本文旨在探讨大学语文课程中

传统文化元素的思政功能，以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

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大学语文课程中传统文化元素的思政功能

（一）大学语文课程中传统文化元素的重要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人文精神、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这些元素不仅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瑰宝，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
[2]
。大学

语文课程作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

的优势和功能，能够将这些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地融入教学之

中，发挥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独特作用。

（二）大学语文课程中传统文化元素的思政功能

1.培养道德情操和人文素养

大学语文课程中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如儒家思想、道

家哲学、诗词歌赋等，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道德观念

和价值取向。通过学习这些传统文化元素，学生能够更好地

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人文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3]
。同时，这些传统文化元素也能够培养学

生的道德情操和人文素养，使他们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

好的人文素养，成为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青年。

2.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

族精神，如“家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这些

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宝贵财富，也是新

时代大学生需要具备的重要品质
[4]
。通过大学语文课程的

学习，学生能够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增强对

祖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更加自觉地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和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

己的力量。

3.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和精神支柱，

也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通过大学语文课程的学习，

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

色，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这种自信和认同不仅能够提

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还能够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

和创造力，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4.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大学语文课程中的传统文化元素不仅具有思政教育功

能，还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学习这些传统文化元

素，学生能够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和审美能

力，培养自己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时，这些传统文化

元素也能够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和文化底蕴，为他们的未来

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支撑。

二、大学语文课程中传统文化元素思政功能的具体应用

（一）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思政元素

经典文学作品是大学语文课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

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例如，《红楼梦》通过描绘贾宝玉

等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表达

了作者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和反思；《水浒传》则通过描绘梁

山好汉的反抗和斗争，展现了人民群众的英勇和正义，弘扬

了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精神。这些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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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能够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社会现实和人生价值，培养他们

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

（二）古代诗词中的思政元素

古代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

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例如，杜甫的《春望》表达了诗人对

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关切；李白的《将进酒》则展现了诗人对

人生的豁达和乐观。这些古代诗词中的思政元素能够激发学

生的爱国热情和对生活的热爱，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和社会

责任感。

（三）文言文阅读中的思政元素

文言文阅读是大学语文课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也

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通过学习文言文，学生能够了解古

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加深对中

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同时，文言文阅读也能够

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和综

合素质。这些思政元素能够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历史和文化问

题，培养他们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

（四）结合时事热点进行思政教育

在大学语文课程中，教师可以结合时事热点进行思政教

育。例如，针对当前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和事件，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和讨论，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

道德观。同时，教师还可以利用传统文化元素中的相关内容

进行拓展和延伸，加深学生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这种

结合时事热点进行思政教育的方式能够增强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和使命感，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法治观念。

三、提升大学语文课程中传统文化元素思政功能的策略

（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大学语文课程中的主导者和引导者，他们的专业

素养和教学能力直接影响到课程的质量和效果。因此，加强

师资队伍建设是提升大学语文课程中传统文化元素思政功

能的重要措施之一。高校应该加强对大学语文教师的培训和

管理，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

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教学之中，发挥其在思政教育中的独特

作用。

（二）完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完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是提升大学语文课程中传统

文化元素思政功能的关键措施之一。高校应该根据时代发展

的需要和学生的实际需求，不断完善大学语文课程的体系和

内容，增加传统文化元素的比例和分量。同时，还应该注重

课程内容的更新和拓展，及时引入新的研究成果和教学理

念，使课程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具有时代性和针对性。

（三）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

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是提升大学语文课程中传统文化

元素思政功能的有效途径之一。高校应该积极探索和实践新

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如案例教学、互动式教学、翻转课堂等，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同时，还应该充分利用多

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将传统文化元素以更加生动、形象的

方式呈现出来，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四）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是提升大学语文课程中传统文化元

素思政功能的重要手段之一。高校应该注重实践教学环节的

设计和实施，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

让他们在实践中深入了解和体验传统文化元素，加深对中华

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同时，还可以通过实践教学

环节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和竞争力。

（五）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是提升大学语文课程中传统文化

元素思政功能的重要保障之一。高校应该建立科学的评价体

系，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在评价过程

中，不仅要注重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还要关注学生的思想

道德素质、人文素养等方面的表现。同时，还应该注重评价

结果的反馈和运用，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改

进和完善。

四、案例分析

一、课程内容设计

在某高校的大学语文课程中，课程内容的设计充分体现

了传统文化元素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课程选取了《论语》

《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著作作为核心教材，这

些著作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更是中华民族道德观念

和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通过深入解读这些经典著作中的思想

精髓和人文精神，该课程成功地引导学生树立了正确的价值

观和道德观。

《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教导学生要学会

尊重他人，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孟子》中的“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则强调了尊老爱幼的传

统美德。这些经典语句不仅易于理解，而且极具启发性，使

学生在学习中逐渐形成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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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注重经典语句的解读，还结合

现代社会实际，引导学生思考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

和价值。例如，在讨论“仁爱”思想时，教师会引导学生思

考如何在实际生活中践行这一思想，如关心他人、帮助弱势

群体等。这种结合现实的教学方式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经典著

作的理解，还使他们能够在实践中更好地运用这些思想。

二、教学方法创新

在教学方法上，该课程采用了案例教学、互动式教学等

多元化教学手段，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案例教

学是通过选取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实际案例，引导学生进行分

析和讨论，从而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例如，在讨论

《论语》中的“君子”形象时，教师会选取一些历史上的君

子人物作为案例，引导学生分析他们的行为和品质，进而理

解“君子”的真正含义。

互动式教学则是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

生在课堂上积极参与，提高学习效果。例如，在讨论《孟子》

中的“性善论”时，教师会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辩论，让他们

从不同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活跃

了课堂气氛，还使学生在互动中深化了对知识点的理解。

这些多元化教学手段的运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主动性，还使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了相关的语

文知识和技能。同时，这些教学手段也促进了学生之间的交

流和合作，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能力。

三、实践教学环节

在实践教学环节，该课程注重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

合，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学生

在实践中深入了解和体验传统文化元素。例如，在“重阳节”

期间，该课程会组织学生到敬老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老

人们表演节目、陪他们聊天等。这种活动不仅让学生在实践

中践行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还使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

这一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此外，该课程还会定

期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研活动。例如，在探讨传统文化在现

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发展时，学生会深入到社区、乡村等地进

行调研，了解当地的文化传承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这种调研

活动不仅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传统文化的现状和发展

趋势，还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教学效果评估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和实践，该课程取得了显著的教学

效果。学生们不仅掌握了相关的语文知识和技能，还深刻认

识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所在。他们的思

想道德素质、人文素养等方面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在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学生们通过学习经典著作中的思

想精髓和人文精神，逐渐形成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道德

观念。他们学会了尊重他人、关心弱势群体、勇于担当社会

责任等优秀品质。这些品质不仅使他们在校园内树立了良好

的形象，也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社会生活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在人文素养方面，学生们通过学习传统文化元素，提高

了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文

学作品中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欣赏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韵

味和美感。这种人文素养的提升不仅使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

更加自信和从容，也为他们未来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提供了有

力的支持。

五、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大学语文课程中传统文化元素具有独特的思

政功能，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培养他

们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为了充分发挥这些思政功能，

高校应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创

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以及建立科学的评价

体系等措施。同时，还应该注重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社会

相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入了解和体验传统文化元素的价

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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