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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国发展了几千年

积累成的历史沉淀，其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将中国传统文

化融入到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帮

助学生理解与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高校首先应当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

教育中应用的现状进行分析，意识到存在的问题，然后结合问

题采取相应的措施有效地将传统文化融入到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

中，帮助学生提高思想水平。

1　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现状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一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等几门课程是必修内容，学生需

要在前期阶段完成这些政治课程的学习并通过考试。但是在这些

课程中偏重于理论与课本上的知识点，很少能够在教学过程中融

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同学们一般需要对理论进行记忆背诵，

未能在这一学习过程中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并改变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刻板印象。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课程，高校一般采用

选修的方式，同学们可以根据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一类课

程。但是由于对传统文化存在的刻板印象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

响，同学们在选择时一般会慎重考虑。选修的方式也难以将中国

传统文化更加普遍的传播到学生群体中，只能够让少部分同学了

解到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在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

政治理论课程与中国传统的文化还结合较少，对学生的普及度还

不够高[1 ]。

2　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2.1改变对传统文化的刻板印象

大多数学生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存在着刻板印象，认为大多

数的内容是一些比较枯燥的理论，所以一般在高校开设的选修过

程中很少有同学会主动去选择学习《论语》等课程。因此在弘扬

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高校首先应当尝试改变学生的刻板印象，将

一些内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生活中帮助同学更加深刻的认识与理

解中国传统文化。

学校可以充分利用思想政治课程这几门必修课程，在每一门

必修课程上课的过程中将传统文化等元素融入进去。比如教师可

以布置一些实践任务，鼓励学生自由组队，主题为“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每个小组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进行研究，可以

做成幻灯片的形式在课堂上进行讲解。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过

程中，鼓励学生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目前学习的思政课程存在联

系的地方，同时在完成实践任务之后将自己学到的以及收获到的

内容整理成一份书面报告，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除

了布置小组任务之外，教师也要对课本的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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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些内容的讲解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结合起来，给同

学们传播更多的传统文化，帮助同学们改变对传统文化课印象，

了解到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2.2将传统文化融入到校园生活

要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与学习传统文化，仅仅通过课程

教学内容的设置与小组任务的布置是远远不足的，要将传统文化

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机结合，融入到学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之中。

高校可以以“建党一百周年”、“国庆节”、“劳动节”等作为

活动开展的主题，在校园内开展一些知识竞赛、征文比赛等活动。

在思政教育的同时将传统文化的元素融入进去，鼓励同学们积极

参与活动，取得一定的成绩之后均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也可以

获得参与奖。通过奖品的设置提高同学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丰

富同学们的校园生活。在这过程中还可以举办与传统文化相关的

志愿者活动，通过公众号等不同的方式进行宣传，扩大活动在学

生中的影响范围。同时除了举办校园活动之外，学校还可以鼓励

同学们提出新的想法，组建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校园社团，以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为目的，成立社团之后可以开展各种各样丰富的活

动帮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学习传统文化。最后学校还可以广泛收

集同学们的需求，购买一批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鼓励同学们

进行阅读并将自己所得到的收获制作成阅读笔记。相关社团可以

举办传统文化书籍阅读笔记大赛以及演讲比赛，鼓励同学们向更

多人传达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将弘扬与传承中国

传统文化当作自己的责任，结合时代发展要求，成为有理想、有

思想、有涵养的新时代青年[2]。

3　结束语

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年的沉淀，其中包含着一代代国人的

智慧，学习传统文化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同时能够增

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高校教育过程中，要尝试将传统文化融入到思政教育中，通过

课程任务、选修开设以及举办活动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校内形

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帮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之中学习传统文

化，提高思政涵养，立志为我国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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