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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教育现状来看，不少学生对于民族文化的了解比较
少，同时缺少文化自觉，所以教学上应该实现教学方法的创
新。从学校的教学来看，应该应该积极展开经典阅读、课堂教
学以及实践教学等相关方面，是实现中华优秀历史典故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融合的具体途径。

1  提出的原因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世界的各个文化也处于激烈的碰

撞与融合当中，在当代的教育当中，由于受到不少外来思想的
影响，对于国家的传统历史文化继承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困难。
中华优秀的历史典故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宝贵的精
神财富，同时也是我们在世界多样文化当中站稳脚跟的重要基础
点，所以应该更加重视它的传承以及发展。对于中华优秀文化
要进行传承，这是完善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方面，
同时也是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以及自尊心的体现，所以在新的时
代要求下，在高校的教育当中，应该重视中华优秀文化的传
承，同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的转变，去完善社会主义经
济，促进现代化发展。

2  中华优秀文化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在联系
2.1教育目标
在高校中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目的是为了进行系统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去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让学生明
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对于学生继
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对核心价值观
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检验是否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考
察点，所以这两者进行融合是教育目标的统同一性体现。而且在
中华优秀历史典故当中，是非常注重对于品德方面的培养的，所
以这方面也是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这就让中华优秀历史典故
同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达到了融合的要求。

2.2教育内容
在高校当中进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具体理论成果，在我国优秀的历史典故当中有很多思想政治方面
的内容，所以在高校当中的思想政治课中去融合历史典故，能够
打造更加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教育内容方面，这
二者实现融合是存在一定的科学合理性的，比如说中国梦的提出
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老百姓对于小康的向往，所以优秀文化
当中所体现出来的特性是与社会主义发展相符合的，这也是优秀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3教育方法
在高校教育中，优秀历史典故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方法

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存在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个人品质和修养
方面。所以这二者进行融合也是教育方法的统一性，同时也能更
好地促进学生的个人发展以及综合素养的提高，最后达到专业课
程技能的提升以及全面发展。

3  中华优秀历史典故同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的具体措施
3.1思想政治课程中要融入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首先在课程设置中应该具体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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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这样才能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同思想政治课结合，
因为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主要进行的是马克思主义教学，
对于传统文化这一板块涉及的方面较少。所以在高校中开展思想
政治课程，可以具体去设置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然后将其列入必
修的课程当中或者公共课选项，这样才能结合相关的专业特色去
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以及传承和发扬。或者说是将优秀
传统文化这一知识板块具体列入教材当中，然后对历史典故或者
其他相关的优秀传统文化都进行不同的阐述，然后结合思想政治
课程的特色去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

3.2进行师资队伍建设
对于高校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由于需要具体的理论讲

解以及实际的教学活动共同辅助，所以对于教师的要求是比较高
的，同时在高校当中，教师的引导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进
行优秀的历史典故与思想政治课程融合教育时，应该选择专业能力
较强的教师。这就要求必须是专业的授课教师，同时教师必须要掌
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了解传统文
化知识。而目前高校当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有一部分没有接
受过系统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在专业技能上也缺少一定的教
学经验，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掌握也不够全面，所以在保证教师专
业技能经验完备的前提条件下，要提高教师的优秀传统文化修养。

3.3增强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
上文中已经提到，专业老师应该要进行传统文化素养的提高，

同时在学生方面也需要做到这一点。为了提高学生的传统优秀文
化意识，家庭学校社会都应该共同去促进这一目标，同时学校是
进行教育的主要场所。所以首先，学校要创造一个优秀传统文化
的教学氛围，让学生意识到这一文化的存在，为了让优秀的历史
典故与思想政治理论更好地融合，在学校当中应该经常发布关于
优秀历史典故的故事以及相关的优秀文化介绍。同时由于信息技
术的发展，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已经出现了很多，也展现了很好的
教学辅助作用，所以学校或者教师应该利用好网络手段，通过多
媒体等一系列新型的教学设备去展开相关的教学。通过网络以及
社交软件去进行相关优秀文化，历史典故的推送、交流、探讨，并
结合当下的时政热点去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学习。

4  结束语
所以说，要实现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是当代学生所必须

肩负起的一个责任。在高校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结合中华优秀历
史典故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发展方
向，应该要去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然后不断做出教学方案的改
动以达到理想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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