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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党建和思政教育中的重要性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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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125105） 

摘要：文章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建设作用、价值体现、存在问题、解决途径等几个方面进行了
论述。通过对高校党建与思政工作中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分析当前高校党建与思政工作的状况,探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党建与

思政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以期为高校党建与思政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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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世界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

撞，使我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发生了不稳定的变化。当代大学生是

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希望，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大学生

的思想品德和培养质量则是影响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当

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何开展党建与思想

政治建设已经成为各高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围绕我国的

优秀传统文化来展开党建与思想政治建设的学习。当前高校学生党

建与思政工作的发展状况,存在着一些问题与缺陷,如大学生对传统

文化所知甚少、西方文化侵略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给高校学

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他们的成长成才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

必须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这一进程中去,以良好的文化和理

念去引导和培养学生,从而推动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做到为党育人。

“在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

的一部分,它可以很好地体现出中国人的品质、精神、精神和精神境

界,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一、优秀中华文化的精髓内容 
传统文化，从通俗的角度讲，就是在历史的淘汰中逐渐发展、

成熟的过程中，蕴含着民众的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社会的生存、

伦理观念。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封建、殖民、政党分裂等

不同阶段。它摒弃封建社会封建思想中的“阶级化”、“封建”、“迷

信”等糟粕，汲取历史经验，深刻领会了“民主”的文化理念。不

仅如此，传统文化还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强大的国家意识，这种精神

和意志，是每一代中华儿女都要坚持的。 

1、爱国的民族精神 

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最突出的是民族的爱国主义，它是

最强的，也是最持久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承载着爱国情怀的

民族英雄不计其数，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浸润在这个时代变迁中：“自

古谁不死，留取一颗赤诚照汗青”的豪言壮语激励着中华人民，“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激励着中国人民，中华五千年来，

一代代炎黄子孙都在歌颂这位爱国英雄的事迹，受到熏陶和影响，

爱国主义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成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爱国主义也成为中国人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它鼓舞

着几千年的人们，使我们的祖国一步一步地变得强大。总之，爱国

主义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它使民族团结、进步。 

2、坚韧的拼搏精神 

一个国家，不仅要有信念，更要有发展的动力。中华人的毅力、

自强不息、自力更生，是华夏民族赖以生存、成长的精神支柱。历

史上割地求生、屈辱的契约，在厚重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的坚韧、

不屈不挠的豪迈精神得以保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

一种美德。有了独立、勤奋、自信的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建设事

业，就有了坚强的意志和远大的前途。 

3、宽以待人的和善精神 

从我国学说的发展历程来看，孔子的主要思想是：“仁者爱人”、

“以和为贵”等“仁爱”思想渗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精神内

涵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指尊重别人，尊重自己，为别人

着想。虽然是中国的旧观念，但这也符合当代时代的精神需求，具

有一定的现实依据。这种包容、仁慈的精神，可以促进不同的文明

交流，互相学习，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就国内而言，我国在外交上一贯奉行五项和平共处的原则。在家庭

中，“家和万事兴”，只有家庭和睦，才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学习

上的进步。包容的思维可以培育出宽厚的心胸，包容别人，求同存

异，可以降低各国之间的文化冲突，让每个人都能接受与自己不一

样的人生和思维，从而开阔自己的眼界和心胸。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建设中的作用 

1、对高校树人作用的凸显 

“高校以“树人”作为高校的一项重要职能，为高校持续地向

社会输送优秀的人才，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目标”[2]。高校要重视培

养高质量的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而中国优秀的传统

文化则是以爱国精神为核心的，倡导诚信、友爱、公正、修身。要

强化高校党建工作，强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树人是其关键一步。 

2、对大学生三观的正确引导 

高校要充分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把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

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冲击。高校要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开展高校党建、

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三、传统文化在大学思想教育与党建中的价值体现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蕴藏着深厚的精神和优良的内涵，习主席

曾说：“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延续与发展的基础，失

去它，就等于切断了我们的精神之源。”这进一步反映了优秀传统

文明在大学生党建、思想法制建设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前,高校

党建工作与思政工作主要是走走过场,以适应教育评价的要求,而非

以其为指导目标。高校党建与思政工作在高校的实践中存在着一些

问题,如思想、行为、价值观念等。 

1、强调大学生的爱国责任 

“中华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精神文化就是爱国主义，它是推动民

族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也是中国人民的脊梁”[3]。爱国主义的宣

传在思想政治、道德教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民族的尊

严和尊严，也是一种对祖国的自豪，是一种对党的信仰和尊敬，所

以，爱国主义教育离不开学生的教育。一代又一代的英雄事迹，在

爱国主义的篇章中谱写，从未间断。岳父对国家的忠诚，屈原的投

江明智，都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为顺应中国新时代发展的要求，

在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宣传爱国主义的热潮，切实加强大学生的爱

国、团队精神，增强他们的思想觉悟，纠正一些不正确的入党心态，

培养他们的敬党爱党的心理。肩负着振兴民族、走向繁荣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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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优良传统文化，使大学生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利益

放在最后，把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然后再考虑个人的好处，树

立宏图大志，努力实现中国梦。 

2、培养学生积极进取的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包含了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意蕴，

它是几万年来的一股力量，使一代代中华炎黄子孙不屈不挠地向无

法克服的难题发起挑战，克服重重障碍，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自古以来，苏秦头悬梁锥刺着一股勤奋好学的劲儿，王燕红的残奥

之星的顽强斗志，也正是这份执着和进取，才让他们最终走上了人

生巅峰。而这种积极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更是渗透到了华夏的

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对大学生树立理想、树立

务实、踏实的工作态度、在社会中的人生价值，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要充分发挥优秀文化对大学生的引导和凝聚力，加强大学生的思想

品德教育、党建文化等方面的教育，使优秀党员在大学生中起到先

锋模范的作用，使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得到端正。 

3、培养学生良好的素质。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具有教育的能力为特征，注重培养人的

高尚品格，而其中蕴含的精神文明在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第一，节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

双手建设的国度，中华的传统文化就是如此。第二，古代有孔融，

教人，传经。解答疑问，也是一种尊重长辈、尊重老师的礼节。第

三，人民没有信用，国家就没有信用。要培育具有良好品德的当代

大学生，必须要有良好的传统文化。第四，中国历史悠久的历史悠

久历史，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们的思想政

治教育、对我们党的历史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不断的学习，

了解历史，把最新的国家领导人的思想和十九大的先进精神相结

合，使自己与时俱进。所以，把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到党建和思想政

治教育之中，才能造就具有崇高情感的大学生，使他们树立起正确

的生活价值观。 

四、大学生党建和思政教育现状和存在主要问题 
增加“大学生党建和思政教育现状和存在主要问题”内容，有

问题才有下面的解决路径或者对策。 

4.1 高校学生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 

现在的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仅限于朗诵经典诗词，对传

统的文学和民俗的了解，只能耳闻，无法做到耳熟能详。对于古代

学者的作品，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只是“听说过”，大部分的学

生都是一知半解。 

4.2 当代媒体与资讯网路的影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随着现代媒体与资讯网路的迅速发

展，各国的文化交流与激荡，文化的多样性日益增强。这一次的文

化交流，给中华文化带来了机遇，但也是一次考验和挑战。特别是

在一些国家的“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的推动下，中国的生活

方式、价值观、思想观念等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其次，大众文化

对中国优秀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忽略，它是一种强调和强调文化形态

的感官刺激，而忽略了文化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很容易导致低

俗、恶俗文化的出现。 

五、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

效途径 
1、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改革 

高校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党建、思想政治教育的同

时，要充分认识大学生的现实状况和个人的差异，并结合自身特点，

创新党建、思政教学方法，促进学生主动参与。高校要积极组织大

学生参加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增强大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认识，培养他们的思想品德。高校在进行高校党建、思政教育

时，要根据学生的兴趣，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切合实际的方

法进行党建、思政教育，以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 

2、加强高校党建与思政建设 

高校要与时俱进，把深受大学生欢迎的“互联网”融入高校党

建、思政工作，是高校改革的重要途径。高校要利用互联网建设优

良的传统文化、思政教育平台，使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全校全体

师生都能随时登陆该平台。高校要定期更新网站的内容，将我国古

代诗词、名人名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让大学生在网上浏览

的时候能够更好的了解到自己的思想政治。高校为提高大学生的阅

读兴趣，有效的吸引大学生，可以通过上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

古代名人轶事等来提高网站的趣味性，使其思政、党建工作更加深

入，同时也能充分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党建、思想政治教

育中的作用。 

3、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强大学生党建工作 

以党建引领团,是高校党建工作的一种重要途径,是高校党建工

作的指导思想,对提高高校党建工作的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般

情况下,高校的党组织制度比较健全,院、系、班三级推优制度也已

基本形成。在此阶段,老师们可以运用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宣传

党的政策、理念,向同学们讲述党的发展历程,突出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方法既能增强基层党组织

的凝聚力,又能充分调动大学生的入党热情。其次,选择合适的人选。

在入党的过程中,志愿党员可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经过党支部的审

批,就可以进行党员教育。在此期间,教师可以通过搜集社会热点事

件,定期开展党员干部的思想测评,激发他们对时政热点的自主学习,

增强他们的思想意识。同时,学校要经常组织党建,把党建知识与优

秀传统文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积极进行红色教育,使大学生形成健

康、积极的学习态度。作为正式党员候选人,必须正确认识党、理解

党、支持党,同时要有一种态度,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以使自己成为

正式党员。 

结论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历史成就的瑰宝，凝聚了一个时

代、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生存方

式和价值观。其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顽强的奋斗精神、包容的

和谐精神，对我国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

接关系到当代青年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品质。所以，这就需要每个中

华子孙后代，特别是年轻的大学生，都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和传承

这些文化遗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建设中有着不容

忽视的作用。高校要重视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突出其教育作用，

指导其树立正确的三观。高校要不断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

高校党建与思政教学模式，积极搭建优良传统文化的党建与思政教

育平台，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得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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