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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在高职思政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雷有光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广东 珠海 519087）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民族精神，根据

新时代发展要求对其进行继承创新，让中华民族文化展现永久魅力，绽放时代风采。”教育部也多次下发相关文件，要求将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渗透于我国教育体系的各领域、各环节。而高职院校思政课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主战场，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其中，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提升学生文化品位，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觉与自信。本文就中华传统文化在高职

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策略展开论述，阐述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分析两者融合现状并提出具体的融合

策略，以期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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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老爱幼、勤俭节约、乐于助人”，这些词汇都是用于形

容我国传统文化特点的重要内容，其以社会发展为准则、以人们

现阶段思想认知为引导，将德育因子有机整合并构建与时俱进的

德育体系，以此规范和约束人们日常行为。可以说，传统文化为

当代教育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作为高职院校意识形

态领域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政课程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无论

在教学内容还是育人目标等各方面都高度契合，有效推动了优秀

传统文化与思政课程融合的深度，为现代教育的发展与升级提供

了更高的现实意义。

一、价值诉求：高职思政教育中传统文化融合的意义

（一）基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三观一点一滴中形

成的重要阶段，在该时期进行思政教育尤为关键，这不仅能够帮

助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学习观念和学习态度，也能为其步入社

会工作提供更多的指引和导向。从长远来看，将传统文化导入高

校思政教育能够使学生更加深刻地审视、理解、吸收传统文化的

精髓，承担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历史重任，树立文化自豪感和民

族自尊心，符合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现实需要。

（二）基于文化自信的价值选择

中华传统文化悠远悠长，厚积薄发，其中蕴含着民族精神的

内核，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提供着深厚滋养，推动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稳步实施。当今时代背景下，思政课程中融

入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推广，则是推动学生坚定“文化自信”的关

键路径，能够引导学生在中华优秀文化的海洋中汲取养分，使莘

莘学子的内心充满正能量。

（三）基于课程辅助的内容支持

传统文化犹如一盏指路明灯，为学生照亮了人生前进和职业

发展的道路。在高职思政教学过程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是时代的

趋势和客观要求，这不仅能丰富思政教学内容，拓宽学生的视野，

还能使学生更进一步了解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

感受文化的无穷魅力，在文化的浸润中学习，成长为文化的传播者、

传承者和发展者。

二、现状分析：高职思政教育中传统文化的应用表现

（一）学生的思想于认知存在偏颇

目前来看，部分学生对思政课程的重要价值认识还存在偏差，

特别是新世纪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的学生，虽然独立意识比较强，

但也还伴随功利心态、心理抗压能力也比较差，容易产生心理问

题。其次，学生不仅受到流行文化的影响，还容易受到西方不良

文化的感染和侵蚀，“网红”“主播”等急功近利思想使学生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疏离感，对传统文化的“细嚼慢咽”和

深度品位离学生越来越远，热衷于在思政课上刷抖音、听音乐等，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思政课程的教育效果。

（二）学生的学习环境在持续变化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学生接收和学习信息的模式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获得信息的渠道也由传统的书面信息转变为以移动互联

网为核心的网络信息。沉浸在海量的网络信息环境中，学生接受

各种文化的范围无限扩大，且文化质量良莠不齐，一定程度上容

易让学生的思想和观念产生混乱和偏差。在当前网络信息泛滥的

环境下，如何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使其成为思政教育的主阵营

和主渠道，并在此基础上渗透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代思政教师需

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三）教师的传统文化传承意识不足

目前来看，部分教师在思政课程教学中仅以书本知识教育为

主，没有很好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整合，不利于提高学生

的文化自信，这种情况下也容易使思政教育陷入困境。此外，还

有部分教师虽然思政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但没有认真审思和分

析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也未找到思政教育与传统文化融合的契

合点，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政课程的教育效果，也不利于促进

学生的综合发展。

三、策略评析：高职思政教育中传统文化的应用路径

（一）开发思政课程配套的优秀文化校本教材，为传统文化

入校园指路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教师应进一步挖掘思政教育的价值，首

先就要从课程开发入手，以传统文化为内核，创建全新的教本教材，

以课程教学为路径，既实现文化传播与传承，有提升了学生的文

化意识与情感认知。

对于高职院校而言，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传统文化课程建设的

重视程度，不断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校本教材设计，开发和丰

富具有民族精神和时代气息的课程文化资源，结合地域发展特色

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教育价值，树立更高远的育人指标，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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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课程思政的隐性育人功能。例如华南地区的高职院校可以在校

本教材中渗透“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的广东精神、融入“多

元、务实、开放、兼容、创新”为核心要素的岭南文化特征等，

全面提升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

（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为传统文化入校园导航

作为一种独特的情怀和信仰，“爱国”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

的时代内涵。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高职院校要将爱国主义教育

放到核心位置，厚植学生的爱国情怀。

为了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切实推动

立德树人目标的在高职教育中的实现，职业院校要进一步加强爱

国主义教育，挖掘本区域的红色文化，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

以广东地区为例，教师可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参观当地的革

命圣地，如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该陵园是为纪念 1927 年广州起义

中牺牲的 5700 多名革命烈士而建，对树立学生的“敢为人先”的

革命精神具有重要意义；教师还可带领学生参考考察黄埔军校、

孙中山纪念馆、中共“三大”会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等众

多革命纪念圣地，通过考察参观这些红色旅游景点学生萌生爱国

主义之情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增强思政课程教育的实效性。

（三）搭建智慧平台，为传统文化入校园掌灯

信息技术为传统文化进入高职院校提供了多元化的渠道和现

实的路径。高职院校思政课教育工作者应及时抓住现代信息技术

发展带来的重大契机，积极探索思政课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

合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教学成效。

例如，高职院校可借助互联网搭建思政教育平台，在该平台

中引入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教师还可以在该平台上给学生发放

调查问卷，捕捉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思想难点、痛点、疑惑点，并

合理筛选传统文化，使其与思政教育高度融合，给予学生更加有

针对性的指导，带领其走出思维困境。

（四）打造校园文化，为传统文化入校园铺路

校园是文化孕育的摇篮，也是文化传播的圣地。因此，高职

院校要将校园文化建设放到突出位置，可依托校园广播、校园活

动、校园艺术节等多种方式弘扬传统文化，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魂根植在学生心中。

此外，高职院校还要鼓励学生共同加入校园文化的建设中，

如制作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手工模型，将学生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

引入校园。学生也可以举办各种社团活动，如与传统文化相关的

话剧表演、辩论、演讲等，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

有力支撑。

高职院校还可从建筑入手，引入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建筑物，

在校园内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还可以鼓励学生选择自己喜

欢的方式传播传统文化，如借助校园广播宣传文化，使全校园形

成一种思政教育氛围，全面提升思政教育实效。

（五）举办讲座活动，为传统文化入校园引路

各种讲座活动是传统文化入校园的桥梁和有效载体。可以说，

专题讲座活动是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程的一把钥匙，能拉近师生

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能使学生了解专业发展的信息，便于其找到

正确的学习方向。

在讲座专题选择过程中，教师可引入多元化的主题内容，邀

请各个领域的专家为学生做专业指导，同时还可以立足于课程思

政的建设引入职业教育的相关内容，使学生了解各个行业的文化

特征和用人需求，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

教师还可以将传统节日作为契机，举办与节日相关的各种活

动，如在中秋节组织学生交换月饼并附上美好的祝愿；在端午节

包粽子、参加赛龙舟活动。

通过以上多种方式使学生重拾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自觉

承担文化传承重任。

（六）举办社团活动，为传统文化入校园添姿

形式多样的社团活动能够将有共同爱好和理想的学生资源进

行整合并为他们的交流发展创造良好的机会和平台，通过学生社

团的“自组织、自发展”，在学生中间形成传统文化学习、弘扬

的良好生态。

因此，学校要鼓励和支持举办各种丰富的社团活动，如让学

生以小组形式调查本校少数民族种类和习俗，在此基础上设置各

种联谊活动，如“民族团结一家亲”“三进两联一交友”，也可

设置一些公益活动，如“旧书捐赠”“支教”，让学生更深入到

社会中，感受国家政策的变化，为传统文化入校园增添姿色。

此外，学校还可以进一步拓宽社团活动路径，以传统文化经

典和红色经典文学为依托，在校举办各种文学类活动，如“中华

诗词大会”“传统文化知识竞赛”“中国成语大赛”“诗歌朗诵

大会”等，使优秀文化扎根于思政教育，增强思政教育的全局辐

射和影响。

（七）加强队伍建设，为传统文化入校园奠基

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主力军，其个人素质关系到整个教学质量

和育人目标的实现。在新的教育背景下，教师要做中华传统文化

的传播者，不断汲取文化中的养分，并将其植入到思想教学中，

夯实自身的文化基础。同时，教师还要重新设计思政教育内容 ，

适宜、充分地导入传统文化，为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奠定基础。

四、结语

加强思政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不仅是新时代教育

改革的目标，也是新时代思政课程立德树人的必然要求。当下传

统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宽度和深度还有很大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教师需要进一步转变教育理念，开发思政配套的传统文化读本，

为传统文化入校园指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为传统文化入校园

导航；搭建智慧平台，为传统文化入校园掌灯；打造校园文化，

为传统文化入校园铺路；举办讲座活动，为传统文化入校园引路；

加强队伍建设，为传统文化入校园奠基。通过以上的多种措施并举，

实现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在更高水平上的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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