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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中华民族有救的历史，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的积累起来，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和

极其丰富的内涵以及强大的精神力量，国家不断重视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还能不

断优化课堂结构，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继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在不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以

及时代的发展进行革新，国家之所以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其能够对传统文化进行有效传播，不断提升

国家新一代的文化素养，提高国际竞争力。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政教育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它具有政治性
以及文化性的特点。需要国家尽可能充分利用各方力量辅助完
成，相互合作。由于社会发展的速度在不断的加快，大学生的
思想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变化。他们对于思想政治工作客
体的思想认知变化极快，这就需要学校根据学生的思想变化制
定相应的教学策略，对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进行适当的调整，国
家充分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有效帮助思想政治教育确立
优秀的文化内涵和深厚底蕴，帮助处在大学阶段的学生提高自
身的思想、道德以及文化素质。

1、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联系

1.1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养料
学校重视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本质是为了能够让学生养成良

好的思想观念，通过正确思想意识的建立，最终达到符合社会
发展、适应社会主流思想的目的。通常来讲，在学校不断推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
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况且我国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来
看，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不懈努力用血肉之躯搭建起来的，使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处在该时期的大学生需要通过思想
政治的教育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将优秀的传统文化
通过自身的学习进行转化，使其成为大学生提升自身素质、完
善自身人格魅力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是凭空出现的，
况且传统文化大多来源于一个国家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的历史
时文化的发源地。比如，以我国几千年前的文化发展为例，唐
诗宋词、四书五经等等对于现在的大学生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因此国家、学校、社会不断的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对于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是养料，能够辅助学生对思想政治
教育进行学习，实现道德以及思想意识上的提升。

1.2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必
要准备

吸收、借鉴、继承、发扬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传播方式。
如果一个国家缺少对于新一代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学
生很容易受到国外思想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抵触心
理。一方面社会的经济在不断发展，经济水平在不断提高，对
于学生的教育要求也越来越高。重视教育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
为了传承，让中国传统文化连绵不绝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
学生的主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不断
推进的，学生在上课过程中，经常因为教学内容过于枯燥、被动，
不愿意将注意力放在思政课堂上去，况且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往
往被列在公共课程内，考核方式与专业课相比更加简单，这种
情况已经在大学生教育过程中成为最普遍的现象，导致教学效
率下降、真正学习思政课的意义也没有达到。

国家要想从根本上实现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必须要
求当代大学生在上思政课时，用唯物主义的思想看待思政教育，
加大对传统文化重点内容的吸收和借鉴，不断的采用不一样的
教学方式、尽可能的吸引大学生的上课注意力，提高思想政治
的教学效率，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打下基础。比如，在上课过
程中老师可以为学生设置特定的教学情景，让学生以故事主人
公的视角，对历史事件以及问题进行分析，了解近代著名英雄
的心理状态，从中获得更加深刻的感悟和理解，积极主动传播
驻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不断地发扬光大。

1.3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大学生思政教育发展的
现状及问题

根据现有的实际情况来看，将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大学生的
思政教育联合起来共同发展是现阶段的主流发展方向。况且为
适应时代发展特征以及国家指导思想的具体要求，国潮风成为
当今人们推崇和喜爱的对象。将大学生思政教育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播协调发展，既能有效帮助大学生提高文化素养以及思
想道德素养，又能实现继承和传播传统文化的目的。因此在这
过程中需要学校不断重视校园文明的建设以及思政课堂教学模
式的变革，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养成乐于主人的好习
惯，潜移默化的对下一代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建设产生影响，促
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尽管现阶段相应的社会活动在不断增多，很多教学模式都
沿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课堂上大多以教师为主导，
学会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进过小学、初中、高中多年来的教育，
在上大学期间因为远离家长学生很容易产生厌学心理。这种教
学模式不仅打击学生对于思政学习的兴趣，对于上课的积极性
也会大幅度下降，况且已经习惯多年的机械性学习方法，使学
生的学习效率不高，不能够让学生将其转化为思想意识，学生
更不可能为此付出行动。传统的教育模式不仅不适应社会的发
展，对于学生的教育也起不到作用，一般的表现为，学生无明
显变化。从教师的角度上来看，长期的思政教学已让教师养成
固定的教学模式，，不管是在教学内容还是教学设备方面都一
成不变，社会在不断发展，教师的教学方式已跟不上时代发展
的脚步，需要进行革新。思修教材的有关内容在传统文化的传
播方面篇幅占比较小，让学生无法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播。因此
要想保障学生能够通过思政教育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在教学的方法、方式、设备、教材等多个方面都需要进行适当
的改进。

2、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政教育协同发
展的路径

2.1  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保障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学校校园是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需要学校注重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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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氛围的形成。通过学习氛围影响学生，不断激励学生认
真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改善不良风气。对学生未来的
成长以及今后的人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学校打起 12
分的精神，励志建立好的学习环境。除此之外，学校还需要不
断关注学生个人的传统文化教育，重点关注学生对优秀传统文
化的学习兴趣，渐渐地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加深学生对于传
统文化的基本认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如，学校可以举
办关于传统文化的读书会，通过课余时间或周末的某一固定时
间段开展活动，可以在读书会举办过程中穿插相应的传统文化
讲座，以学校为平台，在许多传统文化来临之际，对于校园进
行布置，让学生在校园生活过程中能够有归属感和幸福感。

从学生所学的专业角度上来看，对于学习传统文化专业的
学生，学校可以定期为学生讲解该专业的行情变化以及行业规
范，让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提前了解市场需求，根据市场需求
对自身的学习和生活进行调整。除此之外，学校还可以结合与
传统民族文化有关的具体热点事件，让学生以事件主人公为学
习对象，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学校可以利用广播站、社团
等多种手段提高大学生对于船艇文化的认知程度或设定与传统
文化有关的校规、校训等，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达到
传播传统文化的目的。

2.2  注重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转变教学方式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播重点在于人本身。尤其需要学校重点关注的对象除学生外，
最重要的就是思政教师。注重学校的思政教师队伍建设，能够
最大限度的保障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老师知识
水平直接对学生的知识水平造成影响。况且老师的思想道德品
质、文化程度、办学态度对学生的价值观念形成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学校只有尽可能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队伍，才能最大限
度的发挥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

除此之外，对于学校的领导而言，关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想办法将其完美的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目前为止发扬传
统文化的关键举措，学校制定相应的教学制度，对思政课老师
进行明确要求，保证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能够融入优
秀的传统文化，在整个思政教学体系过程中包含许多科目，其
中需要重点专注中国近代史纲要的教学，与此同时将马克思主
义原理课程的教育也排在关键位置。比如，老师在讲授近代史
课程时，可以结合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让学生在开始学习之
前，先对事件发生的背景、文化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可以通过
观看相关视频、电影、纪录片等方式，对相关知识的背景以及
故事发展脉络进行了解。因此，需要老师在备课、授课、教学
以及考试等各个方面都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渗透，将传统文化与
教学的各个环节相融合，实现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保障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3、结语

思政教育想要从根本上促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需
要结合国家、社会、学校等对方主体的共同努力。从本质上来讲，
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主要的还是注重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
理解。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改善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
知，使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得到继承和发展。尽管在这过程中会
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不管
多么艰难的事情，最终即便历尽艰辛也依然会得到有效解决，
况且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思政教育完全可力利用新兴的信息
技术辅助教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源上解决传统文
化传播困难的问题。

课题信息：云南师范大学 2020 年党建研究课题，项目号：

2020sz15

参考文献

[1] 吴艳华 , 司律 . 融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 —— 基于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实效性的思考 [J].2021(2011-1):89-93.

[2] 左丽丽 .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优势和合理路径探析 [J]. 汉字文化 ,2021(2020-18):181-182.

[3] 张京 , 郑建辉 . 提高文化内涵 , 完善理想人格 —— 评《中国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J].2021(2017-4):J0011-J0011.

[4] 于洪霜 , 何瑞麟 . 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结合 [J].2021(2012-18):45-46.

[5] 夏光兰 , 蒋晓华 . 红色文化资源利用与高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 —— 以安徽省为例 [J].2021(2020-9):10-14.

[6] 陈娟 , 王翔 . 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 ” 思政课 ” 中的价值实现 —— 兼论概论课中的信仰教育 [J].2021(2013-1):182-186.

[7] 王威威 . 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方向 [J].2021(2011-4):12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