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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可行性

1.1传统文化为思政课提供了价值资源

我国具有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包罗万象，许多

人们耳熟能详的诗与词当中都蕴含着深刻的为人处世的道理，这

些道理与高校思政课的教育目标具有一致性，可以帮助学生在学

习古人智慧的基础上将其应用于自身的生活当中。与此同时，

高校思政课程当中各个单元的主题也都能够在传统文化当中找到

相应的契合点，将这些文化的内涵挖掘出来并使用现代化的价值

观念重新进行阐释，可以使课程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使高校

学生能够将我国优秀文化纳入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体系当中来，

并以此来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指导。

1.2传统文化与思政教学目标具有一致性

在对高校学生进行培养的过程当中，传统文化与思政教学具

有目标一致性。高校思政课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通过理论知识的

学习和课外的实践活动来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形成良好的思

想道德，能够为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富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与此同时，高校思政课还通过意识形态和文化这两个方面的属性

来对学生进行教育。而学习传统文化则是通过精神力量的方式来

对高校学生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形成影响，以一种伦理型文化

的方式来达到育人的目标，使学生在“修身”的基础上不断达到

“平天下”的目标。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路径

2.1在思政教学内容上实现与传统文化的整合

高校思政课包含了多个模块，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在开展

教学活动的过程当中教师要有效整合传统文化的内容，形成二者

协同育人的机制，增强教育教学的效果。在思政课的学习初期，主

要的内容是“思想道德修养”，教师可以在这部分教学内容当中融

入传统文化当中的古诗词，使学生在这些优秀的诗词作品当中感

受到古人豁达开朗的性格，学习他们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的信念

价值，这对高校学生优秀品格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学习

“近代史纲要”这部分内容的时候，为了使学生更好地了解我国在

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过程当中所经历的艰难，增强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可以通过近代民族音乐、民族戏剧等文化方式来使学生更

加直接地了解近代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使他们增强对“华夏文明”

的认同。

2.2在思政教学方法上实现传统文化的融入

在开展思政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也要将传统文化融入教学作

为重要的方法，并辅以现代化的教学工具来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

行创新，促进趣味化思政教学的实现，使高校思政课实现由教师

单向讲授向双向互动学习的转变。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课内

互动还是课外交流，传统文化知识都可以成为重要的载体，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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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课程教育效果的提升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可以结合学习的内容提前准备好与传统文化知识相关的资料，

并将这些资料以微课视频、多媒体图片等方式展示给学生，使学

生能够对所学的思政知识形成更加直观的感受和深刻的认知，增

强课程的感染力。在完成教学之后，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搜集相

关的传统文化内容，了解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并将自己感兴趣

的文化知识带到课堂上与其他学生进行交流。通过这种方式，学

生学习思政课程的积极性得到了提升，他们从传统文化知识当中

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

2.3教师要提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水平

在高校思政课教学当中，教师发挥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他

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能力和运用水平关系到传统文化与思政课程

的融合度。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教师要利用课后的时间不断学习

传统文化知识，并主动参加学校举办的关于传统文化的培训活动

和研讨会，在其中更好地吸收和学习传统文化的精华，学习传统

文化融入思政课的技巧和方法。与此同时，教师还要有合理运用

传统文化知识来进行思政课程授课的意识，在备课的时候能够主

动将优秀的文化知识融入其中，在课堂当中积极寻找二者的融合

点，而在教学评价的过程中也可以将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掌握

程度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

3  结语

总的来说，高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强，他

们在祖国未来的建设当中发挥了主力的作用。在思政课教学当中

融入传统文化的内容，可以使他们在学习文化知识、不断提升自

己，并树立起传承和发扬优秀文化的信心，能够将文化发展和社

会建设为己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思政教学内容上要实现传

统文化的整合，在教学方法上实现传统文化的融入。除此之外，教

师还要不断提升自身对传统文化知识的理解能力和运用水平，以

传统文化为切入点增强思政课程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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