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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

系较为密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如果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支撑，则很容易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力。因此，高校
应对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进行优化，以将其深入融入到高校
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充分的展现出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的同
时，也能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水平。

1  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与创新的意义
1.1增强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同时，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也蕴含着中华民族人民优秀的思想。文化是各个民
族、各个国家强盛与发展的重要支撑。回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直处于领先地
位。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让中华民族的人民有着文化自
豪感。而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一直
传承至今。因此，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增强我们的文化自
信，面对新时代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碰撞，优秀的传统
文化能够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彰显出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革命文化
我国文化的长河浩浩荡荡，历经了各个时期，革命文化正

是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文化。因此，革命文化蕴含着革命
前辈们的心血，体现着革命先辈们的精神，也反映了革命战争
时期的时代特征。革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和精神，
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因此，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与创新，能够促进我国文化的发展，
也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为丰富的元素。

2  新时代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与创新分析
2.1丰富课程与教材的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入融入离不开课程内容以及教材

内容的丰富和完善[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讲某一
部分的优秀传统文化时，应明确其传统文化的背景，内涵以及价
值，让大学生能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了解更为深入。因此，高
校应在其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中丰富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丰富
和完善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是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深入开展的前提。

例如：高校可以积极与其它高校进行合作，深入了解大学生
的心理特征和需求，在结合高校的教育规律等相关元素，共同研
发相关的课程内容和教材内容，并将其运用到高校的实践教学之
中。以使其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大学生的需求相符，让优秀的传
统文化逐渐沁润大学生的心田，让大学生能够具备优秀传统文化
下的优秀思想与优秀美德。

2.2组织开展多彩的主题活动
多彩的实践活动的开展，是大学生深入了解优秀传统文化，

感受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途径。通过多彩的实践活动，不仅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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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以优秀的传统文化沁润大学生的心灵，引领大学生的思想，规范大学生的行为，是高校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举措。尤其是在新时代，外来文化的流入以及网络的普及，加速了不良思想的传播，有损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大
学生容易受其影响，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因此，高校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进行创新，让大学生能够深受
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能够具备正确的三观和优秀的品行，成为新时代品学兼优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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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有所提升，也能让大学生在实践之中对优秀传
统文化有更深的理解和感触[2]。因此，高校可以以大学生为出
发点，结合新时代大学生的特点，组织开展与优秀传统文化密
切相关的主题活动，让大学生在多彩的实践之中备受感染，将
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内心深处。

例如:高校可以在每个特殊的日子或者节日，举行相应的主
题活动。今年恰好是建党100 周年，可以看到大街小巷都插着
鲜艳的五星红旗，共同庆祝100 周年的到来。高校可以以“建
党100 周年”为主题开展演讲比赛活动，鼓励高校生积极投稿，
如果演讲稿被选中，高校可以给予其相应的学分奖励的同时，
也为其提供演讲机会，让其能够在全校师生面前演讲，弘扬与
宣传优秀传统文化，最后则由全校教师共同投票，选出演讲比
赛的获胜者，并为其颁发相应的荣誉证书或者奖杯。或者在一
些传统节日，高校也可以组织相应的主题活动，如在国庆节，
中秋节，春节等，高校可以结合具体节日的习俗，举办相应的
民俗活动。如在中秋节，高校可以组织大学生一起赏月，吃月
饼，共同探讨关于中秋节的由来以及中秋节背后的意义，让大
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民族活动中，感受每一个传统节日的意义，
也能够自觉弘扬与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
魅力。

2.3 运用信息技术，拓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新时代下，教师的教学方式也应体现出“新”。新时代也

是信息化的时代，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因此，高校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拓
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将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之
中。以多媒体的方式展现相关的教育内容，较为大学生们的欢迎，
也与大学生的需求相符，大学生能够在课堂学习中，投入更多的
精力与专注度。

例如：高校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在课堂上给大学生播放有关
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节日。如《中国诗词大会》，《汉字风云会》等
相关的节目片段，让大学生能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也能深感自身的不足，能够在课下积极学习和了解更多的优
秀传统文化。同时，将传统文化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能够
促进大学生的发展。

3  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优化与创

新，能够帮助大学生更深入的认识与了解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让其能够自觉承担起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对其自身
的人格塑造和优秀品德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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