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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与中职思政课程核心素养契合的理论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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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强大的育人功能，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而思政课是立

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承担着重要的育人使命。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中职学校思政课程核心素养的契合性，有助于

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中职学校的育人功能，提升思政课的教育实效性，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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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大力扶持，中职招生规模扩大，

学生质量参差不齐。当前中职学生存在思想状况复杂多样，

价值取向目的性强，角色认知矛盾，心理问题增多等问题，

为学校思政教育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作为思政教育主渠道

的思政课程缺乏亲和力、教育实效性较低，而思政课程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提升思政课程的育人

实效迫在眉睫。“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尤其是对人

的思想道德和情操有着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中职思政课程，既是履行立德树人的使命所在，

也是不断提升育人水平的要求和选择。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职思政课程的内涵

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核心思想理念、

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要通过“大力弘扬讲仁爱、

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

念……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

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要大力弘扬有利于促

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本文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征程中，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

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

有益启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其文化精神“跨越时空、

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

1.2 中职思政课程

中职思想政治课（以下简称中职思政课）是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根据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

程标准，中职的思想政治必修课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规划”、“哲学与人生”、“职业

道德与法治”。通过思政课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政治教育、

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职业生涯和职业精

神教育，培育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

公共参与等核心素养，让学生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

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中职思政选修课包含对学生

进行的时事政策教育，根据国家形式发展、区域经济和行

业发展状况，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开展的关注学生的全面

发展和健康成长的系列教育。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与思政课程核心素养的契合

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家国情怀、礼仪文化、修

身治国、人格锤炼等教育内容，这与中职思政课程的核心

素养目标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公

共参与等有内在的一致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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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

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

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职思政课的核心素养目标

的契合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天下大同”的家国文化强化政治认同

中职思政课程通过对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

育强化学生的政治认同。理想信念是一个人思想、行动的“总

指挥”，培育中职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做一个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者，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关系着国家前途和民族

的未来。中国文人志士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

大同社会所追求的美好世界与共产主义理想具有高度一致

性。《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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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谓大同。”康有为著有《大同书》，

提出“人人皆公，人人皆平”的人类社会远景。传统文化

中的家国文化以“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济世爱民”为核

心价值，以“仁爱万物、天下大同“为使命追求，蕴含着“中

华民族成员对家园、故土、国家、民族的眷恋爱戴、情感归属、

包容胸怀、价值认同和忠诚捍卫，以及对家国使命、家国

一体、家国共在的深刻认知、体悟和践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家国文化和新时代的爱国主义相融相通。《孟子·离

娄上》：“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从北宋政治家、

文学家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明

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从黄

花岗 72 烈士之一林觉民《与妻书》中“汝体吾此心，于啼

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

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到伟大领袖毛泽东“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无一不体现着浓烈的爱国情感，舍下

家顾大家，有国才有家的爱国情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能

够帮助中职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强化政治认同，铸牢理想

信念之基，树牢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家国天下的爱国情怀和新时代的铸牢国家共同体

意识一脉相承。中职思政课可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

于理想信念和家国文化的相关内容内容，如经典历史人物、

经典历史典故等，融入到中职思政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课程，强化政治认同课程相关内容，用文化的魅力提升课

堂温度，避免学生对灌输式教育方式的抵触，提高学生的

主动学习的内驱力。

2.2“德技并修”的工匠文化培育职业精神

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相比，中职学校更侧重职业技能

的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亟待进一步加强。中职思政课职业

精神是学科核心素养之一，培育具有“大国工匠”精神的

新时代技术、技能人才在中职思政课教育中贯穿始终，这

一点在《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职业道德与法治》两

门课程中体现尤为凸显。精益求精的手工艺传承，弘扬非

物质文化遗产等帮助学生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职业

精神。“培育工匠精神，必须有对传统工艺、传统文化对

恪守，唯念初始，方能致远。”隋代造桥匠师李春，精益

求精，建造了举世闻名的赵州桥；木工祖师爷鲁班的高超

技艺传承至今，“鲁班精神”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庄子》

记载的郢匠挥斤、庖丁解牛等典故，充分表达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对工匠精神的本质看法。道技合一、追求卓越等

传统文化的工匠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工匠精神把职业道德具像化、生

动化，德技并修的工匠文化和中职思政课核心素养之职业

精神核相契合，将其融入《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职业

道德与法治》课程，有助于加强中职学生对职业道德的认

知和理解，帮助他们养成恪守职业道德，助力“德技并修”

新时代大国工匠的培育。

2.3“出礼入刑”的法律文化提升法治意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 2035 年我国“基本建成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加强中职学生的法治

教育是思政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

想，强调在运用法律手段制裁违法行为的同时，充分发挥

道德的示范、教化和引导作用。中职思政课《职业道德与

法治》的思政目标是培养学生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和法律意

识，引导学生梳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明礼守法

的中职生也是思政课的重要任务。

“出礼入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长期现象，“‘出

礼入刑’强调礼和法的是有差异的统一。礼是法的指导与

源泉，任何法律制度以礼的精神作为支撑，使礼的规范法

律化。”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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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董仲舒畅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历代采用了

“外儒内法”的治国方略。“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相辅相

成。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宣扬“崇德尚法”“德法并重”

与新时代法治社会的观念契合。礼仪文化教育让学生懂礼，

法治教育让学生守法。传统文化的日常交往礼仪、接待礼

仪、宴请礼仪等，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将传统文化的“仁

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与中职思政课

相结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让学生在礼仪文

化浸润中明礼、识大体，不断提升中职生的法治意识。

2.4“修身立德”的君子人格塑造健全人格

“君子人格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美好德性的结合体，

涵盖了几乎全部的美好德性”，帮助人们培育和塑造理想

人格，实现人全面发展，这一点和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

论相契合。《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鼓励公民“在

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在工作

中做一个好建设者、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传统文化

中的君子人格体现在很多方面，尤其是伦理文化，如：子曰：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

语·学而》）孔子主张的“仁爱”是由“爱亲”延伸到“爱众”，

推己及人，体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又如，《论语·里仁》：“君

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大学》：“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语·子路》“言必信，行必果”……

无一不体现出君子高尚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

中职思政课可以将传统的君子人格与新时代结合转化

为现代君子人格，，在思政课《哲学与人生》的授课内容中，

增加君子人格的教育内容，培育学生时刻按照君子人格标

准行事，坚定文化自信，做到重学慎思，通过自省加强自律，

慎独，做知行合一现代君子，塑造健全人格。

2.5“知行合一”道德实践鼓励公共参与

如何把思政课上的思想道德认识转化为实际生活中的

行为和习惯，是思政教育的最难的一环。2021 年全国“两会”

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不仅在课堂上讲，也应

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大思政课”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

这意味着，思政课不仅仅停留在课堂的“知”，更要化于“行”。

公共参与是学生践行思想政治认知的重要表现。

《礼记·中庸》：“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

能已矣。”意思是要坚持知行合一，不能半途而废。著名

教育家王阳明提出道德教育“知行合一”的论断。针对中

职学生的特点，思政课更要与实际相结合，强化知行合一，

让学生从“道德旁观者”转向“道德实践者”，提升其参

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文

化、孝道文化、乡贤文化、宗族文化等对于中职学生践行

思想道德认知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学生将在课堂上所学的

思想政治认知践行到家庭、宗亲以及社会实践生活中，有

利于培育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对于推进“大思政课”，提

升中职生公共参与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入中职思政课教学的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与中职思政课程教学目标具有

同向性，是立德树人的文化基础、思想源泉。深挖传统文

化的思想精髓，选取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内容，融入思政

课程，加强培育中职学生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

健全人格、公共参与等核心素养。

目前，中职学校思政课更多是按照教材向学生灌输教

育内容。教学形式较为单一，教学语言枯燥，对于说教式

和灌输式的教育形式，学生的兴趣较低。为更好提升学生

学习兴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思政课育人

实效，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切入。

3.1 加强师资培训，提升思政教师传统文化素养

中职学校的思政教师专业背景大多与思政教育相关，

教师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储备与涵养不足，在思

政课的授课过程中无法有效利用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

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提升教师对传统文化对认识，尤其是

加强思政课教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知识的培训，进一

步提升师资综合水平，培养具有文化底蕴的综合素养高的

思政教师。教师也要转变自身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观念，

积极转变教学思维，加强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学的研

究，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思政课实践教学中。

3.2 加强教科研，提升思政课程教学的针对性

中职思政课作为公共基础课，要进一步加强思政课的

集体备课和集体研学。一是梳理与中职思政必修课四门课

程相匹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如将《弟子规》、《论语》

经典内容纳入到《哲学与人生》课程；将王阳明的知行合

一文化内容纳入思政课的实践课程等。二是针对不同专业

的学生选择不同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融入到思政课，比如针

对航空专业，加强传统文化中的“礼仪文化”融入思政课，

提升航空专业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针对会计、纳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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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君子品格融入思政课，强调慎独，提升该专业学生的

严谨认真以及君子般高洁的品格等。三是开设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思政选修课，比如结合地方特点和学校专业特色，

开设思政选修课，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师工作室开

设非遗课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工匠精神相融合；针对

中职学生的特点开传统体育课，如棋术、空竹、武术、太

极拳、射箭、踢键子等，在传统体育课中感受中华传统文

化的魅力，提升文化自信。

3.3 建设传统文化相关的思政实践教学基地

思政实践教学基地是学生开展思政实践教学活动的重

要场所。中职学校可以在学校的校史馆、专业实训基地、

教室等位置设置展览内容，同时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设

置志愿者岗位，面向全校招募志愿者，让学生将道德认识

转化为实践。如校史馆志愿者岗、专业实训基地维护岗、

校园安全巡视岗等，在实践中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中职学校还可以通过与当地政府、企业、社区等合作，建

立校外思政实践教学基地，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教学基

地、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志愿活动基地等，切实提升学生

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能力。

4.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职思政课的核心素养培育目标

具有一致性。目前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

高校和中小学，相比较高中生，中职学生的文化基础较为

薄弱，学业兴趣不高，立德树人的使命更为艰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思政课，对于坚定学生四个自信，培

育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

义。中职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一环，为高职输送源源

不断的技能人才，中职学生的道德水平关系到国家技能人

才的整体素质。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思政

课，不断培育中职学生“先成人再成才”，以实际行动落

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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