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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击疫情中看高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吴 莹
（新疆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昌吉 831100）

【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本文通过寻
找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实素材，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
值，提出高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并且探索加强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
途径，使大学生能够增强文化自信，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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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时间，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

一位，科学施策，阻断病毒传播，不惜一切代价救治生

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显示，截

至今年的 5月 31日，全国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
金 1624亿元，疫情期间财政部实际发放补贴累计达 93
亿元，中央拨付 5亿元支持雷神山、火神山等医院建设。
在党的领导下，疫情迅速得到控制，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和死亡人数迅速下降，人民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有力地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时代价值。

1.3 和合文化的时代彰显
《礼记》中“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思

想，正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今天疫情防控不仅是中国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为祖国疫情防控工作做出巨大贡献的医务人员，逆行远

征驰援意大利、塞尔维亚等国，奋战在国际抗疫第一线，

向世界分享防疫经验、提供帮助，以实际行动承担起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和担当，彰显着“和合”文化

的时代价值。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场上，我们看到了众志成

城、守望相助的团结精神，看到了爱国奉献、顾全大局

的奉献精神，看到了敢于斗争、勇于担当的斗争精神，

亦看到了尊重科学、善于创新的科学精神，这些都可以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对应的记号。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为了让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

壮大，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

的文化基础。

2  高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高校是文化发展与传播的重要场所，也是立德树人、

培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阵地，加强大学

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意义重大。

2.1 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培养人的文化素质、完善道德

人格方面有着重要价值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既有古代思想家的哲学

理念，也有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还有凝集古人智慧的

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也是无形的，可以反映出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

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正如总书

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所说：“要认真

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

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

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1  抗击疫情中体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禀赋，积

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以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延续着

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每逢灾难面前，在这种文化的孕

育中就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支撑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

挑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众

志成城，全面打响了疫情防控战。期间，我们深刻感受

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下孕育出的强大精

神力，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

1.1 仁爱思想的集中体现
仁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思想，孔子

说“仁者爱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而在此次的抗疫斗争中，不仅有广大医务工

作者的逆行和坚守，还有社会中各行各业志愿者们的勇

于担当和无私奉献。84岁的钟南山院士、73岁的李兰娟
院士，他们不顾年事已高，被疾病感染的危险，忘我抗

击疫情；始终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医生们，每天身披厚厚

的防护服，汗流浃背，守护病人，克服身体和精神上的

双重压力；一个个的美丽护士，为了节约时间、防止交

叉感染而减去秀美长发，脸被口罩和护目镜压得伤痕累

累，不停地穿梭在病房中；以及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

普通人：外卖小哥、陪读妈妈、大学生志愿者等等他们

无一不是在用自己的力所能及给国家和社会做奉献，充

分体现了中华儿女爱国爱家爱人民的大爱价值。

1.2 民本思想的不断延续
《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疫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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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创造；既有为国求索、心怀天下的理想抱负，也有

舍生取义、鞠躬尽瘁的道德情操，还有追求科学、勇于

探索的创新精神，这些都值得大学生去学习和体会。搜

集今年抗击疫情中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

有效素材，充分挖掘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资源，可以让

大学生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我国乃至世界发展的重

要价值，进而提高大学生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积极性，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内化到大学生的

思想、情感和理想信念中，有利于大学生提高人文素养，

成为人格健全、意志坚定、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时代新人。

2.2 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感
当学生从那些记录中国抗击疫情伟大斗争的新闻中，

看到中国共产党永远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把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时；看到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全国上下驰援武汉、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磅

礴力量时；看到我国的医务人员逆行远征他国、坚守在

国际抗疫一线，以实际行动承担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使命和担当时，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感

油然而生，深深为自己是中华儿女而感到骄傲，为流淌

在我们身上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而感到震撼，从而会更

加热爱祖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远大理想。

2.3 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不仅与社会各个阶层、各个

方面的发展紧密相连，而且已经形成了稳固、独特的精

神支撑架构。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深入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阐发，把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

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弘扬起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是能够坚定文化自信、

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源泉。

3  高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

在高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认真挖掘根植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扩宽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的途径，不仅仅只局限于课堂，还要通过多种形式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寓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实践中。

3.1 发挥校园文化活动的载体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的融合离不开校

园文化建设 [2]。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不仅要在专业知

识上下功夫，更要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

同，主动、坚决地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为此，

可以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载体作用，将优秀的传统文化

寓于校园文化活动里。比如：通过诵读国学经典，可以

让学生从《大学》里学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

想抱负，从《论语》中学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的求是精神、“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方法态度，

从《礼记》中学到“慎独自律”的道德修养等；通过练

习书法，可以培养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和书法艺术的热

爱和审美情趣；通过太极拳普及推广比赛，感受刚柔并

济之美，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修身养性、强身

健体等等。在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中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

养，在潜移默化中将爱国主义情怀与个人生活和谐地融

为一体，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做社会文明进

步的推动者。

3.2 增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必须要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去，

做到知行合一。在今年的“疫情防控”战中，高校里涌

现出了一大批的最美教师和最美学生，老师们冲锋在前、

顾全大局，学生们响应号召、勇于担当，积极参与到校

园防控工作和青年志愿者活动中，强烈地体现出家国情

怀和责任意识，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

民族精神。给大学生多提供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使大

学生能够从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思想中找到延续，

树立“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人生追求，把艰苦环境

作为磨炼自己的机遇，迈稳步子、夯实基础、久久为功，

以实际行动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3 通过新形式和手段进行传播
在大数据时代，要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创新我国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手段和模式，实现中华文化的时代

价值 [3]。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必须要把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结

合起来，用好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学习强国等平台，

积极传播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此外，还要积

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走向世界，让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接力中变为现实。

4  结语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

因，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作为高校大学生，

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道德规范，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结合新的时代

条件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

想精神作为丰厚滋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以新的方式和手段传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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