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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解读: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不同时代、
不同民族的人,有不同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比如以农耕和现代化农
业的的生产方式同时存在。笔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我国
儒家、佛家和道家思想作为代表的几千年来从古至今的传统文化
中有益于我国民族振兴和国富民强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总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解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导下，各高等院校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旨在
提升高校大学生素质的实践活动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总
体布局之一---文化建设中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本世纪中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主要途径
之一。

1  我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1.1 从高校大学生层面来看。
1.1.1 目前，通过对高校大学生进行的调查表明，高校思

政理论课教学满意度和思政课理论育人的有效度还不够高,学生对
思政课持上不上无所谓，听不听都一样，就是为了混学分的态
度占有一定比重。

1.1.2高校大学生缺乏自我修身意识。大学生对自身的认识
和了解还不够，年龄和经验的不足使学生更多的向自身以外索
求，而对自身修养忽视不见，所以大学生自我素养的提高非常重
要，使大学所学能够内化于心，并努力使付诸于实践，在实践中
验证。

1.1.3高校大学生政治敏感度不高。大学生对国内外政治形
势的发展关心度不够，对时事焦点问题敏感度不高，学生往往为
了加分和考试，才会去了解这些国家动态。

1.2从高校教师层面来看。
1.2.1高校思政课教师本身综合素质需要不断加强。思政课

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仍然是主导，因此，教师的教学素质和能
力水平等综合素质也体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作为高校思
政课教师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素养，还需要具备广博的多学科知
识，尤其是有关于教育、心理、哲学、历史、地理等学科，不仅
要通今，还要博古。

1.2.2.辅导员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程度不高。我们都知道在大
学里面,与学生接触比较多的是高校辅导员。辅导员对于学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起着重要的职责,但实际是辅导员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参与度并不高,事实上存在着育人工作中的不足。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2.1传统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长河中的继承,是在华夏及周

边领域内千锤百炼、凝炼沉淀下来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
为中华历世子孙所继承和发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继承和发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现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而言,对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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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视可以说是与日创新,探索、发现和研究的成果著作颇为丰
富，使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具有中
国特色的，具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
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创新时代、新局面。

2.2中国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
响。从古代汉唐宋明几个重要时期到近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世
界各国对中国传统文化都十分重视。新加坡自1980年代就大力推
广“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为代表的中华传统美德，以之为“治国
之道”。日本、韩国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结合大和民族和
朝鲜民族长期形成的民族特点，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国家
观、民族观和价值观并形成了特色体系。而西方国家一批诺贝尔
奖金获得者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
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寻找机会。"

3  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情况
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相融合是

非常必要的。五千年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时间的积累和磨难的
积淀，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实践就要在党的教育方
针指导下，传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发扬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民族精神蕴含在沧桑五千年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这种时代精神体现在为新中国的建立、建设和发
展中涌现出来的无数功勋者身上。

3.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但就这些成果而言,论述角度各不相同,他们对更深层次的挖掘传
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研究意义,但同时
也这些视角重复、理论内容单一等的研究存在大量弊端,更需接下
来的研究学者进一步努力科研。

依据国家教育政策，各地高校要依托所在地文化资源建设良
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创新开设优秀传统文化专业和课程。打破文
凭限制，聘请具有真正有传承的老工匠、艺人等来校授课；打破
教育就有模式，创新学徒制、帮带制等传统教育方式；打破专门
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目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教会大学
生做人做事为教育目的等，把我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
化与现代科学教育、时代文化、和大学生的三观的树立与培养相
融合,才能有效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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