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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有效途径分析 

刘程程  王玥  李晓旭 
（齐鲁理工学院  山东济南  250200） 

摘  要：融合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可以丰富教育内容，还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本文分析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

政教育的价值，提出了在课堂宣传中整合传统文化元素，注重理实结合的教学方式，有效规划育人环境以及充分利用先进技术等有

效途径。以期结合这些途径有效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促进其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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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多元化趋势的加深，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传统文化不仅是民

族的根和魂，也是思政教育的重要资源。本文主要探讨如何有

效地将这一宝贵文化遗产融入当代思政教育中，以此丰富教育

内容，提高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同时培养学生的道德

素养和文化修养。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价值 

（一）有利于丰富思政教育的内容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中，对于丰富思政教育

的内容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华传统文化深厚而广博，涵盖了伦

理道德、哲学思想、历史故事、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这些丰

富多彩的文化元素为思政教育提供了宝贵的资源。通过传统文

化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还能

从中吸取道德教育和人生智慧。例如，孔子的“仁爱”、“礼义”

思想，道家的“自然”、“无为而治”理念，都是优秀的思想资

源，可以在思政教育中进行深入探讨和学习，帮助学生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三国演义》

等，既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还能够激发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兴趣和好奇心。传统节日、习俗、艺术形式等也是思政

教育中不可忽视的内容。通过学习春节、中秋节等节日背后的

文化意义和传统习俗，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

化和社会价值观。传统艺术形式如书法、国画、古典音乐、戏

剧等，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美学特质，也是传承民族文化、培养

学生审美情趣的重要途径。通过将这些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融

入思政教育，可以使教育内容更加多元化和生动化，还能帮助

学生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这种教育方式能够

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

和尊重，从而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同时，也强化

了学生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 

（二）有助于提升学生民族自信心 

中华文化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拥有丰富的历史

遗产、深邃的哲学思想和独特的艺术表现，这些都是培养民族

自信心的宝贵资源。通过学习和理解这些文化精髓，学生可以

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价值，从而增强对

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在思政教育中，通过讲述中华文化的辉煌历史和伟大成就，

如四大发明、古代建筑艺术、诗词曲赋等，学生能够直观感受

到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同时，学习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道

德理念和生活智慧，如孝顺、忠诚、勤奋、谦和等，有助于学

生形成正面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当学生了解到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和影

响时，学生的民族自信心会进一步增强。例如，通过参与国际

文化交流活动、学习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影响，学

生可以明显感受到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和荣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做好课堂宣传工作 

为了有效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需要开展

高效的课堂宣传工作。这可以将传统文化的元素纳入课程内容，

还可以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使学生能够在互动和参与中

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一文化。例如，可以通过讲述历史故事、

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传统节日的习俗介绍等方式，让学生感

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同时，利用多媒体教学

工具展示传统艺术如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使课堂更加

生动有趣。此外，邀请专家学者进课堂，对某些深奥的传统文

化知识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通过这些

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能够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认识，

还能在无形中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这样的课堂

宣传工作，能够更好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相结合，

使之成为培养学生品德、思维和审美的重要途径。 

（二）注重理实教学比重 

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过程中，需要注重

理论与实践教学的结合。即在教学中不仅要讲授传统文化的理

论知识，还要重视实践活动的开展，使学生能够亲身体验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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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这些文化知识。例如，在教授孔子、老子等思想家的教义时，

可以结合当前社会实际，让学生讨论如何将这些思想应用到日

常生活和学习中。在教授传统节日、礼仪等内容时，可以组织

学生参与相关的文化活动，如包饺子庆祝春节、编制端午节的

龙舟模型，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

结合校外教学，如参观历史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亦

能让学生在实地学习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通过这种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

解，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并更有效地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中。而且这种教学方法既强调理论知

识的系统性和深度，又注重实践活动的趣味性和实用性，是一

种富有成效的教学策略。 

（三）有效规划育人环境 

有效规划育人环境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

关键途径。这需要创造一个富有文化氛围的教育环境，让学生

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接触和学习传统文化。例如，学校可

以在校园内设置书法、国画等传统艺术作品的展览，定期举办

传统文化讲座和演出，如京剧、古筝演奏会等，使学生在不经

意间接触到传统艺术的美。同时，可以利用校园的公共空间设

置中国园林式的景观，种植梅兰菊竹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植物，

甚至设计仿古建筑，以此来营造一种传统文化的学习氛围。除

此之外，学校可以在课程安排上融入更多关于传统文化的元素，

如开设国学、传统礼仪课程，或者在语文、历史课程中加强对

传统文化的介绍。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鼓励学生参与传统节

日庆祝活动，如制作元宵、书写春联等，这些活动能增加学生

的文化体验，还能加深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四）充分使用先进技术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期间，需要充分利用先

进技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多媒体、虚拟现实（VR）、增

强现实（AR）等技术为传统文化的教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通

过这些技术，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变得更加生动和互动，极大地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例如，利用 VR 技术，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地参观古代

的宫殿、历史遗迹，甚至亲身体验历史事件，这种沉浸式的学

习方式能够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

力。通过 AR 技术，教师可以将传统文化元素如古代文物、艺

术品“带入”课堂，使得抽象的文化知识变得直观和易于理解。

同时，使用多媒体教学工具，如电子白板、课件，结合传统文

化的图片、音频和视频资料，可以使课堂更加生动有趣，增强

学生的学习体验。利用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教师和学生可以

共同创建和分享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如在线展览、文化

主题的博客或视频，这能扩大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还能激发学

生的创造性和主动学习能力。 

结语 

综上所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是一项复杂

而重要的任务。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活动、环境营造和科技应

用等多种途径，可以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这有利于传承和弘

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还能够深化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

认同感，进而培养出更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现代公民。与此同

时，学校和教师应继续探索和完善这些途径，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新时代的思政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培养德才兼备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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