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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入到高职
院校的历史教育的课堂上，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递给民族
发展的未来，使其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精神。优秀的传统文化对
学生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将其融入到各个高校的教学中，既
可以促进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还可以使学生感受到国
家的强大以及了解我国的历史文化，提高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从而为我国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1、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历史教育的意义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融入高职
院校历史教育教学。该点有助于学生深刻的了解中国发展的历
史潮流，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与思想道德修养有了大幅
度的提高。高职院校的历史教育课程既可以培养学生的心理健
康与文化自信，还可以促进国家意识与法治观念等文化素养的
提升，同时也成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与道德修养的重要“阵地”，
其有利于帮助学生进一步增强道德观念意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
行传承与发扬，逐渐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促进学生形成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
职院校历史教育课程的融合，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而且还可以塑造学生的道德品质，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爱国
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因此，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
需要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熏陶与教育，使学生
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增强中华文化自信；更有利于弘扬和培
育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有利于
引导学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进 [1]。

2、文化传承语境下高职院校历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2.1 高职院校教学方式单一
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无法激发当代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进

行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师设计的教案枯燥而单调，使学生
在课堂上提不起精神，无法进入学习状态中。大部分的教师采
用的授课方式不仅笼统，还缺少一定的生动性与趣味性，使得
课堂的气氛容易变得沉闷而压抑。这样的教学是无法将教学与
实践结合的，对学生的身心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从现实角度
出发可发现，高职历史教师没有将国家新发布的教育理念引入
到教学中去，偏离了正常的教学轨道，使整个教学任务表现得
很失败，对学生对日后的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实际调
查可以发现，教学方式成为了学生的思想观念和思维的阻碍，
因此教师应改变教学方式，致力于丰富的教学方法，并通过有
趣的实践活动与创造良好的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的融进高职院校历史教育的课程中，从而更
好的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2.2 缺乏学习历史的兴趣
高职院校的历史教材内容极其丰富，学习历史不仅可以使

学生深刻了解我国古代人民的劳动成果，而且还可以提高教师
自身的教学水平，但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感到枯燥无味，很
容易产生厌倦心理，从而失去学习历史的兴趣 [2]。在高职历史
的课堂上，教师只是一味的将知识点以口述的形式传授给学生，
将更多的教学重点放在学科知识上，对学生进行机械化教学，
在需要通过实践活动进行理解的内容上，老师又过于形式化，
并没有让学生参与到实践活动中去，减少学生对历史发展的了解。
其次，教师没有与学生进行过多的沟通与互动，大部分学生的
学习兴趣开始逐渐降低，大大降低了整个历史教学的效率以及
教学质量。从现实角度出发可发现，教师应该结合历史教学内
容设计合理有趣的教学方案，使课堂充满活力与生机，创造不
同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逐渐进入相应的历史情境中，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
2.3 教材内容逐渐西方化
教科书是学生上课的主要工具，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课

文中所呈现的内容丰富多样，但大多数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体，
而我国的中华传统文化少之又少。此外，教师的授课形式也逐
渐西方化，并没有挖掘教材中与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该点不
利于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现实角度出发可发现，传统
文化在教科书与教学过程的缺失导致学生逐渐降低了对传统文
化的认同感，该点不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
在高职院校历史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将文化传统引
入教科书与教学当中去，加强对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这
样才可以使我国教育取得更多的成果，为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夯
实基础 [3]。

3、中国传统文化在高职院校历史教育教学中传承的
策略

3.1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也是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对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能仅限于课堂活动，教师还可以
利用社会资源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例如，组织学生参
加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节假日期间参观博物馆或者带学生
了解爱国英雄的丰功伟绩，提高主人翁的意识，增强自身社会
责任感。当学生将课堂学到的爱国主义情怀与良好的人文素养
等融入到具体社会实践活动中去，这些实践活动又成为了新的
教学资源，从而使学生更加直观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气息。

文化传承语境下的高职院校历史教育策略分析

【摘     要】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文化传承语境下高职院校历史教育的策略分析，通过提出一些相关的策略来提升当前高职院校历史教

育教学的质量，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在高职院校历史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

其中能够有效的培养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通过文章的分析得知，高职院校的策略应从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高教师综合文

化素养、使学生对传统文化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几方面入手，通过对当前高职院校历史教学模式开展上述几点建议，以期能

够达到提升高职院校历史教育教学的整体水平以及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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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教师可以通过带领学生结合当地历史文化
资源开展地方历史文化宣传，将中华传统文化普及到各个领域
当中，让学生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使学生对传统文
化的认同显著提高，将我国的优秀文化继续传承下去。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从古代延续至今，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我
们的肩膀上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重任。
3.2 使学生对传统文化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大部分高职院校的学生对中华传统文

化的了解不够透彻，甚至有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传统文化，面
对此种情况，高职院校应该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育人作用。在
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学习能力以
及教学内容进行具有促进作用的实践教学活动，将其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使学生正确的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历
史价值，这可以有效的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其次，为了学
生能够更好的了解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高职院校可以充
分发挥网络平台的作用，加大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宣传 [4]。教师
可以通过 QQ，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建立属于学校自己的
公众号，将具有利用价值与起到教育作用的有效信息资源上传
到平台中去，使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有一个深度的了解与认知，
这样不仅有助于学生加强对传统文化与道德观念的理解，而且
还可以弘扬社会中的正能量。
3.3 提高教师综合文化素养
教师应具备良好的综合文化素养与优秀的心理品质，这样

才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助力，为学生树立正确的榜样。
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高职教师应该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创
新教学方式与教学理念，这样才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历史实践活动更好的相结合，该点有利于增
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促使其更好的理解优秀传统文化。除此
之外，教师应该深入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含义，对
其产生浓厚的兴趣，加强自身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还可以参加
各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实践活动，并将体会与感受融
入到实际教学中，用传统文化精神教育学生，以此来提高学生
对优秀传统文化深层次的认识。从现实角度出发可发现，教师
应该充分利用好身边的资源来不断丰富自身传统文化知识储备，
让学生领略中华文化发展的独特魅力。教师将历史教育理念与

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能够促使学生更好的完善思
维方式，还可以为其日后的学习与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3.4 建立完善的文化传承的制度保障体系
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体系，以此来

提高传统文化传承的质量与效果。由于高职院校没有为传统文
化的传承提供一个有效的基础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文化
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使文化教育流于表面形式，无法真正
落实到实际当中去。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应该根据学校的实际
情况以及教学特点制定合理的保障体系。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充分体现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将
传统文化与课程教学建设进行有效结合，通过采用学分制的方
式使传统文化融入到历史课堂中去。②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
到学生的实际生活中以及日常学习中，突出传统文化具有常态
化的特征。③教师通过开展一些积极有趣的教学活动，将传统
文化传承的理念充分贯彻到学生思想当中，能够让学生更好的
宣传我国的中华传统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从现实角度
出发可发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为此提
供物质基础以及经济保障，改善其中的外部条件，从而弘扬我
国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

4、结语

通过文章的分析和研究得知，文化传承语境下高职院校历
史教育的发展是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需要，
同时也是提高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需要。基于此，本文提出了
与之相关的几点策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高教师综合文化
素养、使学生对传统文化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本文研究中提
出的几点建议，主要围绕高职院校历史教育的策略，注重对高
职学生的文化素养才能更好的提升其自身的综合素质，这对新
时期教育教学的创新以及学生今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将会出现多样化的教学法
和更为有效的教学模式，不断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民
族精神，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经验以及满足教育事业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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