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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教育赋能高校女性发展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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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培华学院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　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自信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旨在探讨在文化自信视野下，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对我国高校女性积极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教育策略。通过实证分析和课程设计，本文认为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能够增强高校女性的文化自信，促进其全面发展，同时提出创新教育策略，以适应新时代女性教育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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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自信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

升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女性作为未来社会的中坚

力量，其文化自信的培养尤为重要。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培

养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对高校女性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

和行为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研究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

高校女性积极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在教育发展与创新中融

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 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悠

久的历史、深厚的内容（如仁爱、礼仪、和谐等核心价值

观）以及丰富的文化遗产（如书法、茶艺、古琴文化等）

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传承

这些文化精髓，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与国际文化进行平等

对话与交流，既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体现了开

放包容的态度，增强了国际文化影响力。同时，在保持传

统精髓的基础上鼓励创新，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进一步巩固了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指个体或集体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和

对文化发展能力的信心。在高等教育领域，文化自信的培

养是立德树人的重要内容，对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民族

自豪感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文化自信是高等教育的重要

任务，它涉及到对本国、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

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高校作为文化创造和传播的

重镇，需要将坚定文化自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

教育引导大学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坚定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坚定文化自信奠定坚实根基。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够引导高校女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

突出优势。这种教育有助于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得

到滋养、获得底气，增强民族自信心和价值观自信，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教育，高校女性可以深入

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基本特征，

从而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信。

2. 历代女性教育沿革及培育新时代女性人才对推动社

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2.1 女性教育的发展

中国女性教育的发展历程是一段跨越百年的历史，它

见证了从革命化探索、制度化建构、法制化变革到高质量

发展的巨大变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妇女教育始终以马

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为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群众

路线，实施机动灵活的办学策略，并依靠国家体制统筹推进，

从而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教育发展道路。[1]

在革命化探索阶段，中国女性教育的先驱者们勇敢地

打破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为女性争取受教育的权利。

例如，早期的女子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各地涌现，为

女性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这些学校不仅教授传统的文化知

识，还强调科学、民主和爱国精神的培养，为女性打开了

通往现代教育的大门。

进入制度化建构阶段，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女性教育

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和支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

法规，确保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教育权利。例如，1950

年代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女性的

教育权利，为女性教育的普及奠定了法律基础。此外，国

家还设立了专门的女性教育机构，如女子师范学院，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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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女性教师和女性专业人才。

法制化变革阶段，中国女性教育进一步得到了法律的

保障和规范。1980 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的颁布，女性教育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普及。女性接受基础

教育的比例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进入高中和大

学深造。同时，国家还通过立法保护女性在教育中的权益，

禁止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女性教育注重内涵发展和质

量提升。教育部门不断优化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推

动女性教育向更高水平迈进。例如，国家实施了“卓越女

性人才培养计划”，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

女性人才。同时，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持续上升，越

来越多的女性在科技、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总之，中国女性教育的发展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它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变革，也展现了中国妇女

在教育领域的不懈追求和卓越成就。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探

索，中国女性教育已经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

路，为全球女性教育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2 培育新时代女性人才对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培育高素质的高校女性人才对社会发展和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且符合新时代的需求。一方

面，高素质女性人才在经济领域的贡献能够促进中国经济

的可持续增长，她们的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有助于推动产

业转型和技术革新，满足新时代对创新驱动发展的需求。

另一方面，她们在社会结构优化过程中打破了传统的性别

角色定型，推动性别平等，构建更加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

契合新时代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此外，高素质女性

人才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有助于推动公平合理的公共政策

制定，从而改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响应新时代社会治

理现代化的要求。

同时，她们在家庭中的积极作用，如教育子女、传承

家族文化，有助于促进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符合新时代

强调的家庭文明建设。

在文化传承方面，高素质女性人才通过自身的教育经

历和学术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传播多元文化，特别是

中国传统文化，她们的研究成果和教育活动增进不同文化

间的理解和尊重，丰富社会文化内涵，契合新时代强调的

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要求。通过融合传统与现代

元素，她们在文化艺术创作中带来的新灵感，使传统文化

焕发新的生机，并通过教育活动、媒体平台等方式传播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高素质女性教师在教育系统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她

们能够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尊重，帮助下一

代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从而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

满足新时代对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的需求。

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融入高校女性教育策略研究

3.1 课程设计的立体化重构策略

3.1.1 分层递进课程体系构建  

基础层：开设《女性文化概论》《中国女性史》等通

识必修课，建立文化认知基础。  

拓展层：在汉语言文学、历史学等专业或者学校二级

学院中设置《女性与古典文学》《非遗技艺传承》《茶艺

与茶文化》《古琴艺术赏析与操缦》等特色选修课。  

实践层：开发“博物馆实地研学”“传统文化研学旅行”

等实践课程，强化体验式学习。  

3.1.2 跨学科课程融合机制  

建立“传统文化 + 科技”“传统文化 + 艺术”等交叉

课程群，制定《跨学科课程开发指南》，设立专项教学改

革基金，鼓励教师开展跨学科教研合作。

3.2 实践教学的生态化转型策略

3.2.1 四位一体实践平台建设  

在校内平台打造“传统文化创意工坊”“女性文化研

究中心”等校内实践基地。在校外平台，与博物馆、非遗

传承基地建立合作关系，如复旦大学与上海博物馆共建 "

宋代雅文化实践基地 "。  

国际舞台通过汉语国际教育、国际交流生、孔子学院、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开展传统文化研修项目。  

3.2.2 服务学习模式创新  

设计“文化传承 + 社区服务”项目，如清华大学“女

子文化服务队”开发的“茶艺养生工作坊”，服务覆盖 5

个社区，形成“理论学习—社会实践—反馈优化”闭环。

实施“实践学分银行”制度，将志愿服务时长转换为学分，

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

3.3 文化交流的全球化赋能策略

3.3.1 国际传播内容生产机制  

开发《茶艺与茶文化》《古琴艺术赏析与操缦》系列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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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双师同堂”模式（中国教授讲理论 + 专业老师示范

技艺）。 

3.3.2 跨文化人才培养体系  

实施“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设置“女性文化专题

研究班”，重点培养能够进行跨文化阐释的复合型人才。

建立“姐妹高校传统文化联盟”，开展“文化使者互派计划”，

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与巴黎索邦大学联合举办“中法女性文

化论坛”。

通过上述策略的系统实施，高校女性教育将实现从单

一的知识传授向全方位的文化赋能转变，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的女性文化传承新模式。这种创新不仅能够提升女性的

文化自信与自主创新能力，更将为全球文明互鉴提供新的

范式参考。数据显示，试点高校女性学生的文化认同度已

从 2020 年的 67% 提升至 2023 年的 89%，实践成效显著。

未来需持续深化教育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教育力量。

4.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高校女性积极发展的影响

4.1 增强文化认同感：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

根基  

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通

过立体化课程体系传递中华文化基因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这正是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在全球化语境下，这种教育

实践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战略要求。通过发挥教育在意识形态建构中的能动作用同

时加以“博物馆研学”“非遗传承”等具体化学习实践，

女性学生得以切身加强文化认同感，彰显了中华文明“美

美与共”的包容特质。以古琴艺术为例，其“清微淡远”

的审美意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理念相呼应，

使得学生在技艺习得中自然生发出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

4.2 提高审美能力：促进高校“五育并举——美育”建

设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通过跨学科课程的创新融合，将五

育并举融入了大学生教育体系。传统文化中本身包含美育

理念。学习优秀文化课程过程蕴含着深刻的美育机制——

清华大学的“女子文化服务队”将茶艺养生与社区服务结

合，实质是通过“技近乎道”的艺术实践（茶道美学）加

强学生审美情趣和价值体验。从而培养高校女性“兴于诗、

立于礼、成于乐”的内外兼修的文华之美。[2]

4.3 促进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现实投射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全

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课程

体系的生态化转型通过培育审美情感与创新能力，为女性

突破传统性别角色束缚提供了知识资本。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物质方面，还包括精神方面，包括

自由、平等、和谐等方面。这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相符

合的。[3] 以“古琴艺术赏析与操缦”课程为例，其“弦外之

音”的审美体验不仅提升艺术素养，更培养了“宁静致远”

的精神境界。

4.4 文化自信与美育的时代使命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创新

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发展范式。这种模式不仅

坚持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根本宗旨，更通过文化传承创

新回应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课

程体系中“非遗技艺传承”“古琴艺术”等美育实践，实

质上承担着双重使命：一方面，通过“各美其美”的文化

体验增强女性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借助“美善相济”

的教育理念塑造完整人格。其次，未来需进一步深化“两

个结合”，使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

社会全面进步的强大动力，特别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背景下，培养具有文化自信、审美能力与全球视野的新时

代女性，将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

5. 结论

在文化自信的战略背景下，高校女性教育正成为传承

中华文明基因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高度

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这一战略指引为高校女性教育创新注入了时代内

涵。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的政策框架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为

了人民、共建共享，注重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跨越时空

的思想理念、价值标准、审美风范转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

和行为习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

认同感，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4] 全国高校正通过系

统性课程设计与实践活动，构建起“以文化人、以文铸魂”

的教育生态。据统计，2023 年教育部立项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基地中，76% 设有专门针对女性的教学模块。

当高校女性在抚琴时感受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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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的中国佳话，在品茗时体悟“疏香皓齿有余味”的

意境美，这种文化浸润不仅是个体精神世界的丰盈，更是

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社会生态的重要基石。这种

教育模式对提升女性精神世界，构筑文化自信，具有显著

促进作用。

将中国优秀文化融入高校女性教育课程中，学生在抚

琴时构建起跨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在修竹听雨、观棋品

茗时编织起连接古今文人墨客高洁品格的情感纽带。这种

教育创新不仅塑造着新时代女性的文化人格，更在重建中

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当千万个受过系统传统文化教育的

高校女性未来走上社会，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时，人类文

明的多样性图景将因中国高校女性教育的独特贡献而更加

璀璨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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