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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改革意见
——以课程思政为中心

江思源　林海波

（广东科技学院，广东 东莞 523083）

摘要：本文立足于“文化复兴”和“文化强国”战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改革为主要维度，以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为中心，

以G校四个专业209人为调研样本，展开了关于课程改革建设的调研，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相关数据，分析了本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课程建设中存在的四方面问题，并针对问题依次给出了四方面意见建议：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对于传统文化

巨大意义的正确认识；加强传统文化普及宣传，增强学生文化自尊心、自信心和文化自豪感；从学校宏观层面补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缺失短板，做到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手抓；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改革，增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实训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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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背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古代中国人民劳

动的产物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学习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时代之需，更是民族之需。《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作为高等院校重要的文化基础课和通识教育课，它不但承

载了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明的重要使命，更肩负着增强文

化自信、扩大文化认同的时代任务。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作为课程思政的重要内容，它所承担的是引领思政课程、

推动课程思政的角色。

早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战略目标就已被提升到政治的高度；之后十八大又进一步强调，

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

之下，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促进和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了时

代的重要目标和国家的发展战略。正因为这样，在新时代“文化

复兴”与“文化自信”的理论号召之下，全国各大高校已陆续开

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而在以应用性和实践性为主导的

高职院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更是担负着培养学生文化

素养、引导学生正能量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心和自尊心的重要

使命。

基于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满足了政治在文化上的

诉求（通过文化战略），又因为其本身的政治性意味，所以它便

具有了这样一种其他专业课程所不具备的政治素养，即，它所满

足的不仅仅是文化和知识的教育，从而面向“文化复兴”和“文

化自信”的理想；而且更是一种思想和政治的教育，因而更充当

起了一般意义上的思政课程。

但是，正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它也暴露出了大量形式各异但却具有一般性的问题。出于了解《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思政情况的现状、为本课程教学改革打下

基础的目的，本文以笔者所在的 G 校为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课程所表现出来的典型问题进行了归类和分析。

二、数据分析与存在的问题

本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法发放问卷回收数据，通过定量分

析法了解不同专业的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课程的认知，并根据调查结果分析提出结论。本文通过超

星学习通问卷发放实现数据的收集。 定量分析法利用软件 SPSS 

24.0，进行了频度及交叉分析。本次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持续 8 天，

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0 日至 2021 年 9 月 28 日，调查面向 G 校工

商管理、会计学、视觉传达设计等四个专业。一共回收问卷 209 份，

其中有效问卷 192 份。本文建立在有效问卷的数据的基础之上。

本次调查的数据分析结果如下：

（一）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认识

1. 您身边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多吗？认为不多的占比

59.9%，不清楚占比 28.6%，挺多的占比 11.5%。由此可见，大多

数学生对于周边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况持否定态度，认为学

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并不多；而且，有相当比例的人对于身边人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况并不清楚，可知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并不

十分关注，因而不了解周边人学习传统文化的情况。

2. 中华传统文化对您自己的行为和想法是否起到积极的

作用？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对自己的行为和想法有点作用的占比

67.7%，作用非常大的占比 31.8%，毫无影响的占比 0.5%。可知，

绝大多数同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生价值、审美观念等方面的

重大影响缺乏深入认识，只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自己的行为和

想法“有点影响”，这种看法显然是没有认为到文化潜移默化的

深刻影响力；甚至，有极少数学生竟然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个

人言行毫无影响，这显然是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

（二）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地位的看法

1. 您觉得当今大学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提倡到位吗？认为宣传

不到位的占比 59.4%，认为宣传到位的占比 40.6%。可以看到，大

多数学生认为学校在传统文化的宣传方面更有待提高，并且，通

过交叉分析可知，工商管理专业（71.6%）和会计学专业（58.1%）

的学生相较于环境设计专业（48.5%）和视觉传达设计专业（42.5%）

的学生而言，更加认为学校在传统文化的普及方面不到位。

2. 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未来怎么看？认为传统文化将逐

渐受到中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的发扬推崇的占比 65.6%，认为

传统文化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占比 18.2%，传统文化将来会成为

少部分人研究的小众文化占比 11.5%，认为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

中国传统文化将逐渐被淡忘的占比 4.7%。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学

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但仍有少部分人（约占

百分之 16%）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持悲观态度，认为传统文化

将会成为少众文化甚至逐渐被淡忘。

（三）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认识

1. 您认为当前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原因？认为整个社会没

有形成学习传统文化氛围的占比 36.2%，认为学校过度重视专业

课程而忽视传统文化课程的占 24.4%，认为教材编排不合理的占

22.3%，认为传统文化不符合现代生活的占 9.8%，其他占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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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学生（约 83%）都将当前传统文化教育缺失

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因素（社会忽视、学校忽视或者教材原因）。

2. 您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跟您的专业课程有影响

性关系吗？认为有一些影响关系的占比 52.1%，认为基本没有影

响关系的占比 24.4%，认为有很大影响关系的占比 19.3%，认为完

全没有影响关系的占 4.2%。可以发现，大多数的学生认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对自己的专业课程有一定影响关系，但是这

种影响并不很大；而且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课程对自己的专业课基本没有影响，甚至有少部分学生认为二者

之间完全没有影响性关系。

（四）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或教学的看法

1. 您更希望通过什么方式接触或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网络和电视节目的占比是 24.3%，通过观光游览的占比是

21.8%，通过的传统课堂教学占比 19.0%，通过阅读相关书籍的占

17.9%，通过身边人的行为的占比 12.3%，通过其他的占 4.8%。可

以看到，绝大多数学生（约占 80%）都是通过非课堂途径（网络途径、

观光旅游等）来获得传统文化知识，这体现了传统文化在课堂教

育方面的乏力和不足。

2. 如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增设实训课，你希望采

取哪些形式？希望采取话剧表演的占比 31.4%，采取古代服装秀

表演的占比 29.6%， 成语典故大赛、诗词大赛等相关竞赛的占

比 25.1%， 书法和绘画展览的占比 13.9%。可见，相对于具有表

演性的实训课程形式（话剧和复装表演等），大多数学生（约占

60%）对于知识竞赛和艺术展览等更为纯粹的文化形式缺乏兴趣。

三、改革建议

立足于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存在

以下四方面问题：第一，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广泛了解，

而且对于其巨大影响意义缺乏深刻认识；第二，学校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学生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未来缺乏

自信；第三，学校在传统文化课程和教材的安排上不够合理，学

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和专业课之间的影响关系缺乏认识；

第四，传统文化在课堂教育方面还很不足，大多数学生对于知识

竞赛和艺术展览等更为纯粹的文化形式缺乏兴趣。基于这些问题，

本文给出了以下四方面改进建议：

（一）加强传统文化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巨大

意义的正确认识

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覆盖面，更新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方法，

引发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引起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好奇心和

兴趣，促使学生主动了解传统文化知识，增加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

引导学生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

观，能够科学地认识、客观的评价中华传统文化，能够认识到中

华传统文化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尤其是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

意义的认识。

（二）加强传统文化普及宣传，增强学生文化自尊心、自信

心和文化自豪感

应当传统文化在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应当加强宣传。学校作

为学生文化教育的主要阵地，应当加强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普及力

度，营造良好的文化教育环境，通过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来影

响学生的文化素养和言行举止；面对学生缺乏文化自信的问题，

最关键的是传统文化课程应当肩负起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能和

使命，引导学生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从而增强其文化自

尊心和自信心，拒绝盲目的崇洋媚外，坚决抵制文化虚无主义。

（三）从宏观层面补齐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短板，做到专业教

育和思政教育两手抓

针对绝大多数学生将当前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原因归结为学

校忽视以及教材不科学等问题的现状，笔者以为，最重要的还是

学校应当加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尤其是认识到

本课程的思政性。同时，既然很多学生一致认为教材编排缺乏趣

味性，那么就有必要调整或重新选择切合 G 校实际的新教材，甚

至有必要组织相关课程老师编写一部切合 G 校学生的校本教材，

结合专业性的同时增加趣味性；由于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课程和专业课之间的影响关系缺乏认识，因而有必要加强相关教

育，帮助学生们树立正确的课程观，杜绝“唯专业论”的泛滥，

树立对立统一的唯物主义观念，能够认识到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

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不能盲目的夸大二者之间的区别，从而忽视

二者在于个人成长中的同等重要性。

（四）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改革，增设传统文化课程实训

环节

在传统文化课程教学当中，应当注意混合式教育，课前多进

行网络资源搜集与整合，多分享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以及具有

能够体现传统文化内涵的历史名城或文化遗址，通过这些学生喜

闻乐见的文化教育形式来对学生发生文化的影响和感染；由于目

前我校传统文化课程尚未开展相关实训，学生只能理论地了解中

华传统文化，无法与自己的专业实际和生活体验相结合，因此无

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然而，只有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和体悟传

统文化，才能让学生更加切己地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达到课程思政的目的。所以，

有必要增设传统文化实训课，尤其增设学生更感兴趣的表演性以

及活动性课程的分量。

四、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骄傲，它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学习传统文化课程，不仅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政治给予

我们的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改革正是在背景下而被

提出来的。毋庸置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改革建设不论

是对于深化本课程的学科体系，还是对于丰富课程思政的内涵维

度，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该文以 G 校四个专业 209 名学

生为调研样本，展开了关于课程改革建设的调研，通过相关数据

分析了 G 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中存在的四方面问题，

并依次给予了相关建议，为本课程教学改革尤其是课程思政改革

提供了新的建设思路和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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