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5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3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1  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1.1 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华5000

年，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人民深受熏陶，大学生
作为祖国的新一代建设者，在教育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的对大
学生的成长产生一定影响，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思想建设、政治
素质等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对国家的繁荣昌盛起到重
要作用。而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在思
政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应该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引入大学生
政治教育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

1.2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许多大
学生在爱国情怀的表现上感性大于理性，大学生对中华名族的部
分历史现在掌握不够全面，容易被不法分子误导，被人利用，因
此要正式爱国的热情，不能盲目，所以，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政教
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各个环节，要讲新时代的思想融入教育中，
让大学生更多的了解国家，了解世界的传统文化，进而培养大学
生的正确的爱国主义情怀。

1.3优秀传统文化启迪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优秀传统文化能
够培养大学生的理想和信念，更新大学生的三观，尤其注重其人生
观。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中，有很多例子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起到了启迪作用，例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爱国主义情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进取精神等，这些古训
都能指引大学生的价值追求，从而树立具有时代特色的价值观。

1.4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具有现实意义。中华的传统
文化应该以提高自身修养为目的，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宗旨，中
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个人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需要其在生活中要严
格监督和严格要求自己。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让大学生自觉遵守社
会规范和道德律条，塑造自己的品行。

2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
2.1融入内容匮乏。优秀传统文化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和继

承发展，导致能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陈
旧、形式不多。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也遗失了许多优秀
的传统文化。目前的传统文化传承出现断层，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传
统文化随处可见。高校教育体制没有真正把传统文化纳入教育教学
主导内容里来，使得传统文化变成冷门兴趣爱好，没有普及。

2.2融入手段单一。现阶段的大学生了解和学习优秀传统文
化是通过家庭教育的熏陶，还有一些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同学会
通过自媒体、电视和参加一些有关传统文化的社会实践来学习，
而不是系统而全面的学习。虽然一些高校开设了有关优秀传统文
化的选修课，但大多学生选择这门课主要是为了混学分而不是为
了文化修养的提升。所以，文化课学习在一些高校中还未受到足
够的重视，大学生参加有关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也没有受到良好
的重视，缺乏组织性和连贯性。

2.3融入氛围不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我们获得信
息更加方便快捷，但这些信息大多是碎片化的快餐信息，在这种
情况下需要静下心来品读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容易被忽视和被边缘
化。网络当中的信息被有心人加工筛选，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主导了大学生的思想，因此信息化社会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金　明1　金　钧2

1.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中国·吉林 白城 137000；2.白城师范学院，中国·吉林 白城 137000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的演变，早已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根深蒂固。当前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时还不能很好地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其中，本文主要对其中的问题进行探究，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策略，切实将大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引入中华传统文化。

【关键词】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中华；引入

严重影响着大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3.1优质师资队伍的建设。大学生的教师门类较多，可以在

不同专业的课程中都引入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因此对于老师的知识
结构和培养环节是决定文化教育的重中之重。一般来讲，各个高校
的传统文化属于选修课，周学时为二，且不是每个专业都开设，有
很多是讲师来授课，因此这些教师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够透
彻，导致课堂教学效果不佳。因此，应该加强对教师的中华传统文
化教育的培训，有能力的高校应该组织历史方面的教师编写中华传
统文化教材，建立线上线下结合的课程体系，提高师资力量水平。

3.2重视课堂教学。思政课是高等院校的必修课，在这项课
程中可以很好的把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下去。高等院校应该充分利
用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从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同思想政治
教育课的契合点，借用学生乐于接受的图片、影像、微视频短片
形式融入教学内容进行讲授，把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发挥出
来，让课堂中的思政教育效果更好。

3.3开展课外实践活动。当代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十分丰
富，要改变将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的单一模式，建立
高校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多元化，鼓励支持大学生参加课外优
秀传统文化活动，开拓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高校可以向大
学生传播一些有关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活动的信息，并且创造一
些有利的条件满足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欲望。与此同时将
这些实践活动和学校的考评机制相结合，这样可使大学生的选择
性更加广泛，解除了学生的后顾之忧。

3.4搭建校园网络媒体平台。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实践中，应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比如多媒体
教学、文化基地实习实践等。首先，营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网络媒体氛围，要充分发挥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作用，结合大
学生的兴趣，利用微博、微信、校园公众平台将优秀传统文化的
生动案例和精髓定期推送，尽量用贴近大学生话语的形式让大学
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校园网站或者学校贴吧可增加一些栏
目，例如中华传统文化讨论栏目，制作当今社会热点与中华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纪录片等，通过不同方式来宣传中华文化，通过在
师生情感互动中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引起情感共鸣。

4  结束语
随着社会变化速度的加快、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不
管是学校、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重视这一方面的教育和学习效
果，不断发现其中的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方式，从而取得更好的
结果，使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更成功，大学生思政教育更成功，实
现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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