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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发展，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

高，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显得尤为重要且非常必要，年轻一代尤其是大学生群
体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流砥柱。因此，在大学
语文教学中要重点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使大学生深入了解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及自豪
感，鼓励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发展，进而使我
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亮。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价值
大学是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必经阶段，而通过学习大学语

文课程，可以有效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水平。大学语文课程
涵盖了人文、历史、社会及自然等诸多方面，是一门综合性学
科，因此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要传授必要的基础知识，也肩负
着引导大学生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

1.1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底蕴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

文明圣地。且经过几千年的传承至今，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依
然适用于现代社会。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加深，西方
思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导致个人主义、
拜金享乐主义等出现，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价值观及思想意识发
展。因此，在基础性必修学科大学语文课程中加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教育及传承，可以有效加深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增强民族自豪感及爱国精神，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思想意识。

1.2利于大学生养成文明习惯，提升道德素质
当今社会，很多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甚至

缺乏认同感及责任感，注重个人主义，而忽视集体利益，比如上
课时迟到早退、顶撞老师；公共场所乱写乱画等不良行为时有发
生。这说明现代大学生缺少集体意识及自律精神，需要在思想方
面接受正确的引导。究其根本，主要是由于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断层，导致很多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知之甚少，就更别说继承和发扬了。大学生作为中华民族实现伟
大复兴的中流砥柱及实现现代化建设发展的中坚力量，必须要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并且做到用优秀的文化思想来
指导自己的行为。这就需要大学语文老师在课程教学中积极引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教育，促使其养成良好的文明习
惯，提升思想道德素质水平，成为“仁、义、礼、智、信”齐全
的复合型人才，为我国实现现代社会文明建设助力。

2　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途径
2.1与时俱进
为了实现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有效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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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与时俱进，根据时代发展要求及规律，采用现代化的授课
方式传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有机结
合。首先，在选择教学材料的过程中，要尽可能的选一些适合当
代社会发展及大学生特点的篇章，比如，运用《论语》中的“择
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观点，来教导大学生在生活、学
习及日后工作中要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并不时的反省自己，摒
弃不好的习惯及缺点。其次，要用正确的眼光及态度去对待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做到去糙留精，将有价值的部分进行针对性的深
入研究及讲解，使大学生都能充分学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
我们虽然崇尚孝道，但也不能学习二十四孝中埋儿奉母的极端愚
孝做法，必须选择合适的方式及方法来传承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2.2全方位把握
首先，要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就需

要大学语文老师在课程教育中加大、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研究，提高其在课程教学中的比重，这也是现代大学中开展人文
教育的必然要求。其次，大学的语文老师要优化自身的授课方式，
提高自身知识的全面性及综合性，从而可以层层递进地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日常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比如可
以给学生解读一些中华诗词，或者讲述一些各地的民俗风情，扩
展学生的见识，使学生慢慢喜欢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次，可
以将课堂学习及课外拓展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将课堂学到
的知识，应用到现实中去。比如，在学习爱莲说时，提到莲花中
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课
后去结合课文自行观察莲花的形态特征，进而加深学生对文章的
理解和记忆。最后，要善于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教师可以
组织学生排练课文舞台剧、开展诗词朗诵比赛等活动，增加课堂
的趣味性。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下的社会及教育背景下，要在大学语文教

学中有效渗透和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求大学语文老师树
立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人文素养”为己任的教学意
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入教学中，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其健康成长与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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