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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传统文化概念界定

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

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各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
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

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

中华传统文化的双重属性反映了传统文化之间(如:儒家/道
家之间;儒家/法家之间、儒家/佛家之间)存在对立与统一的辩

证关系。他们之间相渗透，形成古文、古诗、词语、乐曲、

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
谜、射覆、酒令、歇后语文化形式等。

2　中国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不断发展智慧的结晶，它
即有中国人民民族精神的体现又有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沉淀，

本身对于文化的传承及发扬就对青年人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同

时，传统文化还可以激发大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怀，培养大学生家
国情怀和文化自信，所以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具有非常重要

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2.1传统文化具备育人功能
文化是人类几千年思想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一

个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具备培育人和塑造人的

功能，是社会功能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很多教育元素
和理念，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有很多启示和人生价值观，

有很多沉痛的历史教训，教育当代青年人“勿忘国耻，青年当自

强”。作为中国未来的青年人，我们肩负着传承和发扬优秀中国传
统文化的责任，这种传承过程中需要我们通过文化内涵的学习，

转化理解，深化内化，逐步成为大学生思维和思想的一部分。所

以，传统文化对于我们做人做事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深厚的传
统文化不断给养大学生教育，成为大学生不可缺少或者缺失的重

要学习内容。对大学生的培养，要采取一定的文化教育方式，让

传统文化武装思想，用文化内容补给青年人成长[1]。
2.2大学生思政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具有高度的吻合性

2.2.1培养目标高度一致

思政教育就是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全面发
展的“四有新人” 而传统文化传承的目的也是让我们成为“孝为

先，礼为敬”知学懂礼之人，大学生教育中，我们提出的学做融

合，知行合一，也与传统文化中的育人目标吻合。中国传统文化
能够提高人的思想修为，陶冶人的情操，培养青年人健康的体格，

激发青年人感知美，热爱美的灵感，在育人培养目标上，大学生

思政教育与传统文化形成高度的统一。
2.2.2丰富了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教学资源

开展大学生思政教育，很重要的内容来源于优秀文化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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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道德观，作为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教学资源宝库，是思政

教育的重要内容。一方面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来源于传统文化的

继承。传统文化有机的融合了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培养大学
生珍惜生活，勿忘国耻的爱国热情。二、感恩美德教育。传

统文化中“德育，孝道”体现很明确，在中国传统节日中也

体现感恩和祝福这种些内容。三是理想与信念教育。在传统节
日文化中表达理想信念，又加深了青少年对传统节日文化的理

解，帮助青少年在无形之中感悟中华文化的魅力。

3　传统文化在大学教育中缺失问题
3.1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

通过对大学生关于传统文化的调研，数据显示，现代大学

生对与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不足，大部分青年人片面理解传统文
化为语文课本上的诗词歌赋，没有深度的理解传承文化的内涵和

框架。在课程体系设置中，大学教育中多把文化素养的培育放入

选修课程，也让大学生错误的认为传统文化不重要，忽视对文化
学习和发扬[2 ]。

3.2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融合程度不高

在对大学生教育中，教育者没有完全发挥传统文化与思政教
育在教育功能上的统一性，青少年对传统文化因素认同低，青少

年获得传统文化知识的途径很窄，文化教育与思政教育“两张皮”

都造成了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教育中的缺失。要充分凝练思政教育
中的文化元素，通过传统文化教育把文化素养内容融合入大学生

教育中，形成育人一盘棋。

3.3传播和发扬路径没有打通
新一代大学生是现代技术的“原住民”，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已

经很难培养大学生，传播和发扬传统文化的路径也要逐步的扩展。

要与思政教育高度融合中，打通文化素养的活动渠道，用丰富的
文化活动丰富大学生活，开展礼仪传承，尊师重教等校园文化建

设，融入思政教育范畴。

4　传统文化赋能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路径研究
4.1丰富的传统文化活动融入思政教育

多路径，多渠道培养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兴趣

是传承文化的关键，也是思政教育重要内容。我们要结合当代大
学生的优势和特点，转变教育方式和方法，引导大学生关注中国

传统文化，深入中国文化，最后由浅入深达到传承和思政教育目

的[ 3 ]。
4.1.1组织文化社团促进思政教育

根据文化建设组织各类兴趣小组或校园社团，通过社团带动

校园文化和科技学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大学生思政教育。开展
以礼仪传承为主题的礼仪团，通过古礼，现代礼仪，学生礼仪等

知识培训，通过礼仪大课堂，礼仪讲座，古礼表演等活动，教育
（下转 2 3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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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懂礼识礼。以茶文化为主题的茶艺社，开展茶艺表演和传

承，把茶文化与育人道理结合，营造社团文化氛围。

4.1.2 开展各类红色文化活动，传承红色基因
大学生思想思政教育中很重要的内容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传承红色文化和红色基因，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

红色文化资源。开展唱红歌，红色诗朗诵，红色旅游线路设计
等活动，能够激发学生爱国情怀和家国意识。另一方面，要在

教学中融合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元素，以革命先烈和抗疫英雄德

事迹，培养大学生牺牲和奉献的民族精神。形成榜样效应，将
学生感性的爱国情感转化为实际的爱国行动[4]。

4.2构建融合性课程体系

从通识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中都要体现传统文
化的内容，逐步实现传统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以

促进和推动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政文化的融合。

（1 ）基础课程融入。要从学生文化素养培育出发，把中
国传统文化植入基础课程体系，通过全面铺开文化教育，引导

大学生思政效果。要把传统文化课程与思政课程融合考虑，发

挥思政育人最大效用。
（2）专业课程融入。要把传统文化融入到专业课程中，特

别是文科类专业，如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学前教育、英语

等专业要充分融入中国文化，开设如中国传统文化，儒商文
化，茶文化，文化礼仪等课程，加强学生专业文化修养。

（3）课程元素融入。在课程设计中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

作用，植入思政元素中，发挥文化育人功能。
4.3教师推动育人实效

任课教师和辅导员队伍要充分推动传统文化赋能思政教育的

新模式，要充分利用好优秀文化的育人功能，在教学、心理、
生活上对大学生产生影响。要通过校园文化建设、课堂思政元

素融入激发学生文化自信，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思想编入教

材，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内容更加丰富。要定期召开具有
文化特色和文化元素的主题班会，班级活动，营造文化建设氛

围。逐步深化中国传统文化在青年人群中的地位，实现对大学

生教育的赋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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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也在不断深化行业竞争，在文化创意产业经济全球化的背景
下产生，以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潮流文化为基础，以创意设
计为核心，以现代科技手段为基础，具有集知识密集和价值方
向等特性，满足所有新兴产业和大众要求的精神、文化、娱
乐、心理方面的需求。

为了真实、完整地展示创意性的设计方案应提供了前一阶段
创意计划、方案设计、中间现场制作及后期维修等全工程解决方
案。全工程解决方案覆盖了多层次、多方面的技术，涵盖了项目实
施过程中各种文化设备的一体化综合应用与控制技术、计算机控制
技术、网络技术等多个领域的尖端技术，以完整的产业链为支柱，
以信息化、物联网、包括智能化利用等创新技术，为校园文化创意
产业的创新提供低成本、高技术平台的途径，同时也是该网络文化
创意产业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平台，在创意的人际网络思维中，消费
者需求能够更好地适应文化创意服务和产品的网络传播的生产和需
求，作为以创新为动力的产业，校园文化纪念品产业应随着互联网
的潮流不断更新内容和形式，保持产业发展的生命力。

3.2普通大众市场分析
近期，河北农业大学的学生对河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

进行了一次调研，目的是研究在当时在购买纪念品时什么因素起
着决定性的因素和购买的用途。在购置纪念品时，49%的人以为表
面的因素最为主要，24%的人认为实用性最重要，19%的人以为成
交价最主要。但在用途方面至少35%的受访者把它留给自己作为
纪念品，34%的人把它送给朋友作为纪念品。另外30%是个人爱好。
80%的人群最总选择在现实和学校周边，而有9%的人群最后还是
选择在网上购物拿到物品。

通过纪念品以上的数据可以了解到校园文化纪念品的巨大的
消费市场，通过对市场的调节，可以达到最大的效果性，校园文
化纪念品，促进最大的宣传产业和文化的发展，受到影响，大多
数人考虑到产品的外表，对国内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虽然有符合大学文化的校园纪念品，但绝大多数大学的校园纪念
品缺乏创意性，存在大量的模仿抄袭现象，没有自己的大学文
化特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大学的竞
争越来越激烈。大学的影响力、知名度对大学的升学率和应试
率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为了提高大学的影响力，更多的大学的
当务之急，为了急于求成，出现了大量的模仿、抄袭现象。

3.3校园文化纪念品的定位及市场分析
校园纪念品不仅是校园文化的体现，而且是大学的第二生产

链，与大学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带动着大学的发展，更重
要的是准备了一个完美的宣传舞台，这种独特的宣传方式可以在
国内外展示。形成了省属大学产业链，调查显示，欧美一些发达
国家知名大学对校园纪念品的认知水平和发展程度已经远远超过
了我国大部分大学[3]。

4　结语
校园文化纪念品是一个院校历史文化的缩影它可以突显学校

的主题形象和特色，使之激发人们回想美好的以往，拥有较光鲜的
留念意义。更是一种宣传学校的有效手段它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和教
师对学校的责任感和自豪感还可以提高在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同时校园纪念品作为实质的媒介传播价值的作用在国内市场并
未引起足够重视，通过调研与总结发掘校园纪念品的市场潜力，探
索新经济和消费趋势下开发校园纪念品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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