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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每个中华儿女都应该是第一堂课，也

是最重要的一课。上好这堂课不仅可以从家庭、学校、社会中

汲取相关知识，还可以通过“互联网 + 教育”获取更多。将

“互联网 + 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合，能够全面提

升文化价值认同，更是实现全民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良好局面

的关键一步。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入“互联网 + 教育”模式的

重要意义

1.1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现状开展新局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现有的教育路径以语文、历

史等文化课为主，兴趣班、文学艺术活动为辅，缺乏系统学习

和全面的评价标准。[1]完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是以爱

国情怀、心系社会、提升自我修养为主，最终要求对各种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内化并传承。随着“互联网+ 教育”技术日

渐成熟，多元化作为“互联网 + 教育”特点之一，能够很好

地弥补传统教育方式的不足。如通过更多重传授方式进一步提升

爱国情怀，多角度探究社会现象提高社会责任感，多维度教育

内容提升个人修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被内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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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现状打开新局面。

1.2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受众开启新突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受众不应局限于单一群体，而是应

当推及到所有群体。对于在校学生而言，可以通过课堂时间从

课本上获得相应知识，课下时间根据配套的课外读物进一步了解

相关知识，或是通过阅读原著的途径来学习。而对于非在校人

员来说，可获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渠道除了业余时间回家

阅读原著、了解新闻之外几乎再无他路。在倡导全民学习和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因受众是不同群体造成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播困难现象。若利用“互联网+ 教育”受众群体广

泛的特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那么因为受众是

不同群体而产生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不论何人都能够随时通过

“互联网 + 教育”开展相关学习，便捷的“互联网 + 教育”模

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受众群体开启了新突破。

1.3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传播开创新纪元

通俗意义上讲，教师是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施主体。

对于非在校人员来说，单一的阅读原著等方式并不能满足人们的

需求，更何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今日，学习的受



130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10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众早已不再是单一的中华儿女群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

“互联网＋教育”模式融合在一起，不仅能够减轻授课老师们

的负担，还突破传统教育方式给受众带来新体验，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更丰富，满足更多重学习需求。与此同时，国内

外更多人也可通过“互联网+ 教育”模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营造文化输出良好氛围，进一步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开创新纪元。

2　“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

壁垒

2.1受到其他多重文化的冲击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长河积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胜枚

举，大至道德伦理、小至为人处世，均经历了漫长的传承。[2 ]

而今，外来文化不知不觉已经渗透到学习、工作、生活各个层

面，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来影响不可避免。如外来的霸权主

义、物质至上思想、资本主义等已经开始侵蚀年轻一代人，这

种外来文化的侵蚀不仅影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改变

着被不良思想侵蚀的每个人。随着互联网普及，外来文化的渗

透更加迅速、便捷，不仅麻痹了国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敬畏

感，还使青少年盲目追求潮流、个性。多重文化的冲击使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发展堪忧，外来文化已经悄无声息的给年轻

一代人造成了方方面面的影响，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造成

严重危机。

2.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互联网＋”载体间对接的

不足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各类文化通过“互联网+”为载体上

传到世界之窗，被人们所了解。这些文化载体的形式受到广大网

民的喜爱甚至追捧，因此大力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互联网

+”载体对接成为必然选择。[3]眼下，传统文化传播载体不论是数

量还是质量上，都需要倾注更大的力量。不仅需要开发创新，更

需要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与互联网发展规律，找到

两者融合的最佳切入点。现有的一些传播载体也面临着创新升级

迟缓的问题，不仅需要研发团队合力突破，也需要广大网民积极

参与测试反馈。只有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互联网+”载

体间对接问题，才能让“互联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事业

所用，才能在各种文化碰撞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流勇进。

2.3“互联网＋教育”模式应用不充分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网课”一夜之间成了网络热词。在没有

疫情的时代，“网课”一词对绝大多数群体是相对遥远且陌生。绝

大多数学校或企业实行的主流教育方式仍是线下教学，对于“互

联网+教育”的应用仅处于初级阶段。“网课”在传统观念里是因

特殊情况不能进行传统授课时期的替代品。从这一角度看，“互联

网+教育”技术的应用距离普及远之又远。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

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互联网+教育”的认识不足，对其应用和

效果还心存疑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团队的不

足，造成技术开发的壁垒。“互联网+教育”技术应用不仅可以当

做学生的学习途径，还可以为更多求知者提供便利。为了满足更

多的学习需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高对“互联网＋教

育”的认识和利用迫在眉睫。

3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研究

3.1 整合“互联网 + 教育”资源，丰富多样化教育路径

“互联网＋教育”首先要面对现实教育问题。互联网上的

各种资源种类繁多，丰富中华优秀文化教育路径，可以通过合

理、规范的程序来将“互联网＋教育”的资源进行分门归类，

再加以整合，从而为更好地利用“互联网+ 教育”资源奠定基

础。利用“互联网＋教育”资源，开发新的课程，创新视角，

从更丰富的角度向受众展现中华民族精神力量。进一步完善互联

网平台建设，在人们常用的互联网平台上讲出彰显中华民族精神

的故事，建立相应反馈机制，后期根据不足随时调整。通过讲

故事、知识竞赛和线上讨论等方式吸引网民。最终使得网民在

不同价值碰撞下能够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能够自觉抵制不良思

想的侵蚀。

3.2 创新“互联网+ 教育”方法，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价值认同

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复

兴梦，也是屹立世界之林的靓丽名片，更带给每个中华儿女深

沉而有力的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技术文化支撑着

实践，两者有机融合，整体效力得以发挥。创新“互联网＋

教育”方法就是将技术的特性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结合起来，

掌握当下最新科技发展特点，摸清“互联网 ＋ 教育”技术

文化变化规律，创造与时俱进的“互联网 ＋ 教育”技术文

化。从而达到发挥中华优秀文化教育的目的，进一步给受众带来

认知转变。

3.3融合“互联网+教育”技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转化为实践理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如何学以致用，就

是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实践理性。通过“互联网＋教

育”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本质依然是回归实践理性。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互联网+教育”技术融合的新形式下，

给实践理性的转化带来推动作用。运用“互联网+教育”技术，给

使用者虚拟人物身份进入专题故事教育，让使用者身临其境的感

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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