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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一直倡导要弘扬和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并
没有将优秀文化直接纳入到高校课堂之中，所以使得大学生不能
够很好的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精神。高校借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引导学生的价值观和行为的时机，将优秀文化融入到高
校的思政教育课堂之中，这无疑加强了中华文化与学生之间的联
系。使得学生更能了解到先人的智慧以及千百年来的文化结晶，
所以说为了大学生未来的发展以及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到高校的思政教育行列是必需的。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意义
1.1树立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少年强则国强，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以及推动国家发展

的主力。所以说一定要让大学生了解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并且对国家的文化树立强烈的自信，目前国家根据我国的文化传
承现状，强烈要求社会各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这就需要
大学生更加详细的了解到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并且要了解到优
秀传统文化以及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只有身为国家
栋梁的大学生紧跟时代的步伐，在推动国家发展以及建设美丽中
国的同时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才能够帮助我国人民
树立起强大的文化自信。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只有
掌握了文化自信，才能够了解到文化的博大精深，才能够在以后
未来的文化对抗之中挺直脊梁。

1.2强化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是息息相关的，而

爱国无论是在传统文化以及核心价值观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俗话说有国才有家，这更加说明我们作为当代有理想的大学生，
更应该心怀爱国主义，为了国家的发展和富强而不懈努力奋斗。
那些革命先烈正是因为心怀爱国主义，所以才视死如归地与敌人
进行斗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捍卫中国的领土和中国的民族精
神。而大学生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也一定要逐渐
培养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只有对自己的祖国充满热爱，才能够
更深入和深刻地了解到优秀传统文化以及需要传承的民族精神，
只有人人都具有爱国主义，中国才能够做到上下一心，一起为了
中国梦而奋斗。

1.3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
一双筷子轻轻被折断，十双筷子牢牢抱成团，这句话充分体

现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大学生可以通过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来
增强自己的国家归属感，大学生需要明白我们需要共同捍卫祖国
的尊严，一起为祖国的发展而奋斗。在每一次祖国经受磨难的同
时，都会有一大批爱国主义者，肩负起社会责任感的意识，在个
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面前，这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都会以
集体利益为重，并且不断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来强化自己
的责任意识。当代大学生就应该肩负起复兴中文化和为社会主义
事业奋斗终身的责任，让中国在新一代大学生的努力下变得更加
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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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大学生面临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以及虚拟的网络时代，很可能会因为这些因素的诱导而产生不正确的价值观。面
临这些问题就需要高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的生活以及思政教育之中，可以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历经几千年的沉淀和洗礼才流传下来的，对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内心素质的培养都具有重要作用，所以说各大
高校一定要重视传统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政教育的途径，利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完美融合，无形中逐渐滋
润大学生的心灵并且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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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
2.1在高校课堂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高校课堂本就是大学生学习知识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地方，大学生主要是通过高校课堂而不断汲取知识和思政教育
的。所以说高校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课堂之中，甚
至可以将一部分优秀传统文化编写成教材发放给学生进行专门的
学习，还可以将这些文化分散在不同的科目之中，让学生在学
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可以了解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学校还可以聘请
有经验的教授去进行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讲座，让这些教授
通过幽默风趣的语言去讲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谛，让学生不
再对枯燥乏味的课本知识感到排斥，从而对优秀文化产生强烈的
学习兴趣，这样不仅有助于中华拥有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更有助于学生心灵的熏陶和爱国主义情怀的形成。而大学生都应
该有学习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责任，他们应该将优秀传统文化融会
贯通，不仅仅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之中，还要通过自己的言行将
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2.2在大学生课外活动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如果仅仅将优秀传统文化放入到大学生的课堂之中，那么这

些优秀传统文化只会越来越形式化，书本化，无法让学生学习到
这些文化的真谛。所以学校应该推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的
课外活动，比如说让学校社团开展一些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感受传
统文化的活动。比如说在课余时间可以让学生去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实习基地去进行学习，实地的观摩和学习这些传统文化的意义。
还可以去一些烈士纪念馆听讲解员的讲解，在清明节为烈士进行
扫墓等活动，都可以让大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革命先烈为了国
家而作出的巨大贡献，并且从他们的行为之中感受到中华传统文
化的魅力，这些革命先烈用生命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可以对大学
生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3  结束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立根之本，高校一定要让学

生认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将他们培养成中华民族合格的传承人。
通过中华文化的熏陶，不断使他们提升自身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文
化自信，学校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到高校的德育课堂之中，将大学生培养成具有社会责任感以及
爱国主义精神的有志青年，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和中国梦的实现做
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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