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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院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关键的目的就是对学生

进行正确的引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学生需要按照教师的引

导来进行学习的主要内容，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结合不

仅仅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进步，而且还可以让学生拥有更强

的民族自豪感以及自信心。为了有效的分析当前在高等院校当中

思想政治教育里传统文化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本文将对此进行深

入的研究，并且分析应用的策略方式，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

介绍。

1  中国传统文化概述

1.1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

所谓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本质上就是在中国发展过程当

中，几千年来，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并且非常稳定发展的一种民

族文化，这种稳定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已

经具有了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其他民族文化之间有着一定的区

别，是独特的文化体系，比如说祭祖或者是春节等等，这些文化

都属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范围。当然，广义上的中国优秀传统

文文化对于文化自身的性质也有一定的区分，主要的就是从古到

今所发展形成的文化，因此，现在中国的文化应该也属于传统文

化的范围内，但是从时间的跨度上来讲，这些文化并不属于过去

的文化。

1.2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具备的内涵是非常的丰富的，有很多的

内容以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国优秀的

传统文化包含的方面比较广。

多样性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体现在多个不同的方面，首先在地域分布上有着一定的多样性，

比如说吴越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独特

的，具有一定特征的地域文化。除此以外，从流派上也能看出来

所具备的一定的差异，可以分儒家，道家或者是墨家以及法家等

等，这些派系都能够体现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派系特征，彼此

之间都有相对应的差别，各自存在着一定的特色。最后，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体系还具有集中性的特征，就是当前我们口中所说的

传统文化，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儒家文化和佛家文化，道家文化三

者结合起来的一种文化体系。

积极与消极并存，也是当前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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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特征，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当中可以看出，任何

文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有一定的积极部分，当然相对应的，也

具有一定的消极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这方面的特征体现得

非常明显，由于我国经历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所以说在

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中，不可避免的也会存在着一些糟粕，这

些文化不仅仅没有对我国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的促进作用，甚

至还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使得我国的文明

不断地退步，导致我国在现代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发展

和进步，更使得人民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但是不能够因为这些负

面的消极的文化，以及对于人民所造成的不良的影响，就全面的

否定我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当中，还有很多正面的，积

极的文化，正是这些积极文化激励了中国人，支撑中国人人走到

今天，发展现在的中国，比如说中国人骨子里面所具备的坚韧不

拔的品质，以及历经磨难却至死不渝的基本精神，这些都来自于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以及民族文化的建设，受我国优秀的精

神方面的食粮，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生存以及发展到现在的一个关

键内容。

1.3中国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所具备的育人功能，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

具备的一个独特的功能，大部分的学者对于文化的理解都有一定

的局限性，都认为文化就是人类所创造的，这种表象象对于这些

文化所发挥出来的功能，却并不是非常的深入，没有较多的研究，

从客观的角度上来看，人类教育本身就是文化影响的范畴，比如

说孔子就说过不学礼，无法立身，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不

仅仅是有教化的功能，更是一种秩序和责任的功能，也是中华民

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关键的动力。近几年来，中国优秀的传统

文化在育人中所发挥出来的作用，逐渐的显现出来，但是所发挥

出来的作用，不断的被削弱，这个问题也表现出来，高等院校的

教育者，特别是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者，应该加大对于这方面问

题的关注，否则就会使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质量不断的下

降，影响整个民族未来的发展和进步。

2  中国传统文化遭到排斥的原因

2.1学者自身在认识存在一定的错误

中华文化当前收到了大部分青年学者的排斥，出现这种现象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在传统文化进行宣传的过程当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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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的问题，传统文化这个概念和当前现在的文化这个概念之

间存在着很多对立的特点，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个概念和现代

的文化，两者之间并不是是完全矛盾的，也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

从文化出现的流程当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在上个世纪出现，也

就是民族救援运动开始的时候，这时候出现的传统文化和新文化

运动当中的新文化，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新文化和传统

文化本来就是反义词，但是当前所讲的传统文化并不适合新文化

出现对立现象的那个传统文化，这是一种误解，最早在新文化运

动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成型，并且发展到现在，谈到传统文化，大

部分学生的印象还停留在一些繁文缛节方面，也就是说，学者在

新文化运动当中对传统封建文化进行严重的打击，导致了这100

年来人们对于传统文化非常的痛恨，这是人们认知上出现的严重

的错误，也导致了一些比较优秀的，具有正面积极价值的文化被

打击。

2.2现代化的目标与途径西化严重

随着当前我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大部分的高等院校

的学生和教师都将现代和时尚作为发展的目标。当然也在出现现

代化等于西化的想法，尽管说从历史上可以看出西方的确早于中

国进入到了现代化的社会，但这就不代表西方比中国先进，特别

是文化底蕴方面，西方的文化底蕴并不比中国先进多少。尽管事

实已经证明了中国人具有一定的现代化的途径以及实力，但是很

多学生已经在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学习了更多西方的文化，对于

西方的文化背景，非常的认同，并且这就导致了这些学生对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出现了一些排斥的心理。

3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重要性

3.1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的关系

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中的应用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在

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上也能够表现出来，共产党

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的时候也引用了大量的传统化的原理，

以及基本的发展方式，借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思想，这才

形成了现在的中国特色传统文化。高等院校所实施的思想政治教

育，一定离不开传统的优秀文化。

3.2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作用，就是对西方文化进行抵制，国家

之间的对抗，不仅包括物质经济方面的竞争，还包括文化方面的

竞争，一个独立的民族只有保留自己的文化特征，才能够强调国

家的主体特征，如果出现了文化入侵的状况，一个国家未来的发

展就会遭受到威胁，抵御西方不良文化的入侵，一定要加强对于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加强对于传统文化的宣传。

4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策略

4.1认识到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两者之间应用客观

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有一定的

相似性，并且也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哲

学思想在中国进行应用一定要需要和当地的文化也就是中国优秀

的传统文化进行融合，而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通过长期的

摸索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文化的融合发展。对思想政治文

化的实际工作进行观察与探析，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文化的

基础之上，已经延伸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都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两者之间结合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也正是因

为这些文化，使得我国现代化发展逐渐的走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从中可以发现的是，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具有较

高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仅在教书育人方面有所听写，在思想

政治方面也能够体现出来，除此以外，高等院校也将传统文化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这是时代发展的选择，也是中

国社会的必然选择，每一个高校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建

设，就能够使得我国的教育整体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构

建独特的校园文化。

4.2弘扬民族文化，从点滴做起。

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需要在基础的课程上做好

融入以及实践，更需要言传身教进行融合，将民族文化融入到日

常学生的生活以及学习工作当中去，从而和学生一起分享文化继

承以及文化发展所展现出来的成果。在传播的过程当中，每一个

教育工作人员都必须对自己的教学任务进行明确，有效的提高自

身所具备的文化素养，以及自己的文化精神，人文主义精神，通

过自己的一言一行为学生做出一定的代表，感染学生，影响学生，

并且投入到思想文化教育与传统文化的不断建设当中，为校园文

化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思想

文化素养，为社会主义的进步，做出一定的贡献。

5  结束语

总的来说，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文化的影响在当前

社会的发展当中，能够体现出来。传统文化在高等院校所开展的

思想政治教育当中，也能够展现出来作用，但是青少年存在着对

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误解。因此现阶段定要对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融合奠定基础，从而让更多的学生接受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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