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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渗透高职思政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研究
盛雅玉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之中传统文化熠熠生辉，滋润着中华儿女。目前，高职学院对学生的培养除了专业技能以外还要注重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高职学院在对学生进行思政教学的时候要引导学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

汲取养分来滋养自己的精神世界。大量的传统文化对教师来说都是启迪学生思想的武器。高职学院要善于利用优秀传统文化来培养学生，

使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之中。本文从高职思政教学的现状入手，分析了传统文化渗透于高校思政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教

学实践出发，探讨在思政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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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传承，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的脊梁所

在，更是全人类的瑰宝。高职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在高校教

育中备受关注。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融入于高职思政教学之中，

是高职教育从业者由教学实践中寻找出的一条新的途径。我国政

府部门也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在这一文件中明确提出了高校的思政教育要循序渐进，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进学生的精神领域。高职教育者要跟随党

的要求，改革高职院校的思政教学，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

找切入点，发挥其价值。培养学生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社会主义建设输送有知识、有技能、有思想的新时代人才。

一、高职思政教学的现状

传统的高职教育注重的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以为社会培养实用型技能人才为己任。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和经济条件得到不断提升，学生的内在精神建设显

得愈加重要。在此社会背景下，高职院校的教学就要做到专业知

识和思想建设齐头并进。只有在教学中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才谈得上培养全面的高素质人才。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不仅能促进学生个人的成长，更能促进社会文明的和谐发展。在

实践教学中，许多高职院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

题，绝大多数高职院校在开展思政教学的时候，将大量的课时放

在了说教上，许多理论知识大而空泛，与学生的实践生活脱节。

教师自己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进行政治理论和价值观的灌输教育，

而学生在讲台下打瞌睡，以至于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无法产

生共情，导致思想政治课成了大多数学生都想逃避的一门课程。

现在的大学生从小接触互联网，思维比较活跃，有着极强的个性，

若是教师在教学中一味进行枯燥的理论讲解，不尊重学生的个性，

不采取灵活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一个比较轻松自由的课堂氛围

中学习，那么教学效果往往不如人意，整体教学质量也堪忧。

基于以上高职院校的思政教学现状，教育者们开始思考更新

其思政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在自己的实践教学中发现，将中华优

秀的传统文化渗透进思政教学中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能让

学生们在传承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用古人的智慧滋

养现在的灵魂，并能发扬和传承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可谓一举

多得。因此，如何在思政教学中融入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了越来

越多的思政教育者们开始思考的问题。 

二、优秀传统文化渗透进高职思政教学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

在信息化社会里，学生从小开始便离不开互联网，并且网络

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言论和行为，许多学生因为自己的判断力

不足，又受网络上各种不好的言论和观点的影响，他们“三观”

的形成上便存在许多的困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的

传统文化对学生“三观”的养成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数千年的

文化传承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共同精神和思维方式，

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行为准则在任何时期都能沿用。因此高职学院

的思政教学可以让学生们在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中树立起正确的“三

观”，让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其精神食粮，源源不断的滋养着他

们的人生。

（二）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传统文化历经风雨的洗礼得以保留。而

在市场化的今天，大多数人都将精力放在了取得世俗的成功上面，

对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没有很好的继承和发扬。高职院校的学

生，未来都会成为建设社会的中流砥柱，因此将传统文化融入高

校的思政教学中可以让其得以传承和发扬，能让传统文化在当今

社会继续发光发热，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们的精神食粮。

（三）有利于丰富课堂内容

传统文化中有着许多的经典内容，包含着古人生产生活方式、

思维行为等各方面的内容。这些丰富的资源可以成为思政教学者

的教育资源，可以通过讲解传统文化故事等来丰富课堂生活，让

学生对思想政治课堂产生兴趣。

（四）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在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优秀行为和道德品质的内容。时

至今日这些道德行为仍然有许多可取之处，高职学生未来要走入

社会依旧要以优秀的道德来立稳脚跟。优秀传统文化能让学生养

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行为准则，将来步入社会后能成为他们的核

心竞争力，成为一个有技术又有道德的综合性人才。

（五）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事关于整个民族的尊严，只有民族的每一个人都对

自己的文化有着绝对的自信，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着不卑不屈

的民族尊严。高职院校的思政课堂是培养学生文化认同和文化自

信的重要场所，因此高职院校的思政教学工作者要通过对学生传

统文化的培养，让其认识到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只有学生

充分了解到我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产生认同感，

从而形成文化自信。

三、优秀传统文化渗透高职思政教学的具体策略

（一）转变教学理念，加强育人意识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十分悠久，毕竟古中国也曾屹立在世界的

巅峰。古代的一些教育理论可以应用在思政课程教学之中。教育

学家孔子认为教育的目标是为了提升自身的综合品质；韩愈则是

阐述了教师的作用，即传道授业解惑。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韩

愈将“道”放在了首要的位置。那么什么是“道”，我们将“道”

简单的理解成为三观建立。三观建立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了学生

们的成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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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师想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思政课程中，仅仅

依赖传统的教学理念以及教学思想是远远不够的。在传统的思政

课程教学中，学生们处于一种被动学习知识的状态，这种灌输式

的教学模式很难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思维发展。因此，教师

需要在传统的教育理念上进行创新。在备课阶段，教师需要思考

用哪些优秀传统文化来健全学生们的人格发展、家国情怀、文化

自信以及政治内容，寻找到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切合点，制定

传统文化与思政教学相结合的育人目标。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需

要增加师生、生生之间的活动交流。在课后，思政教师需要加强

与文学教师的沟通与探讨，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

（二）优化教学内容，做好课程思政资源的转化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了丰富的爱国情感、人文情怀、

个性品质。以中国古诗词为例，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大儒陆游先生有着深厚的民本思想，

他虽然身处高位，但仍然心寄苍生，喜欢平民百姓的生活，这种

朴素的民本思想，放在当下依然对我们有警示作用。陆游的思想

在时刻告诫我们不管我们身处何种位置，都不能忘本，热爱家乡，

尊重农民，平等待人，为百姓谋福祉的良心和真心。杜甫的诗《望

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

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年轻的杜甫

参加殿试不中，没有考中进士，他没有颓废 ，依然保持了昂扬的

斗志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依然想着报效国家，报效朝廷。教

师要引导学生们保持昂扬的斗志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才能勇

敢面对挫折和困难，才能使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才能在一次

次的抗击挫折和困难中获得成功和喜悦，从而更加坚信自己的选

择。 

（三）学校要创造良好的氛围

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是潜移默化的，想要让传统文

化得到传承和发扬，让学生在思想政治上面有着正确的向导，学

校就必须建立起良好的思政教学和传统文化教学氛围。让学生在

思想道德建设上能够无时无刻接受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学校

要运用学校现存的各种媒介，比如说校园广播、宣传板报、校园

报刊等，在上面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宣扬，并且在对学生

的思想道德观念教育上树立起正面的典型。比如说教导学生认真

刻苦学习方面，可以通过传统故事《闻鸡起舞》《凿壁偷光》等

来进行渲染，同时要结合时事，选取目前社会上的闪光人物来进

行榜样树立；比如可以选取那些感动中国的人物，通过对他们故

事的讲解，让学生不由自主地向这些正面人物靠近。学校还可以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校园报刊中举行以传统文化为主体的

文学创作活动。鼓励学生自己去发现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且能以

诗歌、散文、漫画等形式进行再创作，这样学生更能参与其中，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刻。

（四）重视课堂的主要作用

课堂是学生校园生活的主要场所，是“教与学”的最终载体。

高职学生的思政课程教学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最主

要的渠道，若是不重视课堂，那么再好的校园氛围所营造出来的

效果也会不佳。因此，高职学院和教师要重视课堂对学生的影响

力，要利用好课堂这一主战场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其所蕴含

的各种人生哲学、正确理念根植入学生心中。在课堂教学中，教

师要根据教材适当地加入相应的传统文化内容，还可以根据社会

的热点新闻，让学生在课堂上阐述自己对这些热点新闻的观点，

教师可以作为倾听者，在学生的观点阐述中发现学生在思想道德

建设上所存在的优点和不足，并且要及时对学生的优点进行表扬，

对于学生某些不足之处，比如说片面化、过于理想化的思维要进

行及时引导更正，让其人格更加完善，未来能够成为一个全面发

展的优秀人才。 

（五）提升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

教师是完成教学活动的执行者，更是学生学习生活引领者。

想要把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的思政教学之中，那么教师

必须承担起责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一目标。我国的传

统文化博大精深，数千年来生生不息，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

是古人生活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儿女对生活哲学的总结和道德

行为的标准。在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中，教师想要让学生能在其

中吸取到养分，那么自己必须对传统文化有着充足的了解，在思

政教学中能运用得当，并且对各种传统典故能如数家珍，这样学

生才能通过教师在对传统文化的宣扬中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教

师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度的解读，才能在教学中运用传统文

化来对学生进行教育。

（六）改进教学方式，多元化教学

现代化的社会，多样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各式各样的思维习惯。

高职学生处于青春期，其特性就是冲动而敏感、好奇而多情。传

统的思政教学，教师大多都是出于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学生进行思

想道德的宣教工作，这样的教学方式单一乏味，不仅不能让学生

主动学习，还会使其对思政课程产生逃避心理，导致思政课程的

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也无法让其了解传统文化中真正蕴含的深意。

因此想要学生对思政课程感兴趣，教师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教学方

式和教育理念，深入研究传统文化后更改自己的教案。在思政教

学课堂上要尊重学生独特的个性，在进行思政教学的时候要减少

空乏的理论宣讲，从学生的生活实践出发，让学生能在思政课堂

的教学中产生共鸣。同时，现代化生活离不开网络，教师的教学

更离不开网络。教师要正视网络这把“双刃剑”，运用网络进行

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更能接受，还可以通过各种新潮的思维来培

养学生，要教育学生在网上冲浪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培养

学生的理性思维和是非判断力能力，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深刻

根植于学生心中。

（七）开展多种多样的传统活动

传统文化中让人最感兴趣的就是传统活动，比如说元宵节的

灯、端午的龙舟等等，这些都是学生们为之热血的东西。这些传

统节日的传统活动，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传统象征，更是中华文明

的精神符号。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来突出某一个传统活动，

利用这些传统活动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比如说现在的学生大多

都喜欢汉服，教师可以从这一方面入手，举办汉服活动日，让学

生穿上汉服，一起踏青寻花，让学生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汉服文化。

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在汉服日

中与学生一起穿着汉服，有利于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师

生有良好的沟通，学生才会对教师敞开心扉，教师的思政教学更

能有的放矢。

四、结语

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多如牛毛，教师要善于在历史的长河中

取用最恰当的传统文化来对学生的思想道德进行滋养。同时要培

养学生的文化认同感，让他们能从心底热爱民族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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