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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学的策略研究 
张迦南 

（郑州科技学院  河南郑州  450064） 

摘要：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岁月的沉淀与历史的积累依然流传至今必定具备其自身优势，现阶段发挥传统文化的教育优势是全体

教师亟需研究的课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国家相关部门重点关注的课题，传统文化的融入无疑是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

便捷。本文首先分析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意义，其次浅析现阶段部分高校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学的现状，并

结合现状详细论述如何将传统有效文化有效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以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促进学生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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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文化主要包括我国传统的道德品质、经典书籍等等，有助

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三观，坚定其文化信仰。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

想政治教学既能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实效性，值得现阶段全体教师在教学中深入研

究与开发，力求最大化发挥传统文化教学意义，为落实思想政治教

学目标提供保障。 

一、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及融入高校思政教学的意义 

（一）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广泛，涉及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层面的内容

主要包括礼仪文化、道德品质、行为习惯等等，传统元素融入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是凸显传统文化育人优势的主要载体，高校教师在传

统文化融入过程中应结合课程教学内容挖掘相关资源，如历史书

籍、文学道德、哲学等等[1]。优秀传统文化具备儒家民本思想、道

家的无为思想等，包含了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性与文化经验积累，如

生活中常见的谚语、风俗文化等。传统文化是不同时期人类智慧与

历史文明的象征，也是时代进步与发展的主要阶梯，只有立足于传

统文化改善教育，优化教学途径，才能最大化发挥传统文化的教育

价值，实现其教育意义。传统文化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高校应

始终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完善与改进，才能确保传统文化在传承与发

展的基础上实现育人效应。 

（二）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意义 

优秀传统文化具备较高的教育意义，将其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中对于学生的正面影响抑或是教育意义可以尝试从以下三点展

开分析： 

第一，传统文化内涵广泛，涉及知识点较多，是现阶段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中的有利资源，将其融入课程可以最大化提升教学效

率。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行为习惯等层面具有约束力，对学生思想

意识层面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为促使学生综合发展，仅靠专门的

教材实施教育是远远不够的[2]。而优秀传统文化使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不仅可以拓展这一教育的实际影响力，

实现教育成果，还能在广泛的教育资源整合中加深学生的传统文化

认同感。 

第二，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历史，是时代发展的见证与人民智

慧的结晶，将其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可以培养学生三观，坚定

文化信仰。而三观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教师结合学生的

实际情况与教学目标深入研究实效性较高的教学策略。三观包括学

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对于学生的学习生涯与职业生涯

具有极大的影响。而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可以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环

境，辅助学生三观有效养成，如传统的儒家经典，可以教会学生礼

义廉耻，引导其如何以正确的观念规范自己的言行，促进各方面能

力的养成。又如传统的风俗习惯、节日文化等，可以加强学生对于

传统文化的重视，将其融入课程教学可以坚定其文化信仰，树立民

族自信，引导学生始终将传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视为自己的使

命。 

第三，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现阶段社会发展的

基本需求。当前，社会对于高校人才的输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

就意味着高校教师在实践教学中必须尝试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

学过程中，确保在传统文化的作用下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

展。传统文化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只有遵循传统文化，立足于传统

的基础上改革与发展，才能确保社会发展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3]。

例如茶文化，起源于唐朝，兴于汉朝；诗起源于先秦，兴于唐朝；

词起源于隋朝，兴于宋朝等，而这些文化之所以在历史中具有较高

的政治地位，其主要目的是传统文化的遗留，在传统的基础上改进，

才能确保传统文化发展愈加壮大。新时代，社会处于稳步上升的趋

势，而要确保社会顺应时代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很有必要。既为学生的传统文化传承与理解能力的培养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又为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稳步发展夯实基础。 

二、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学现状分析 

传统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点内容，发挥传统文化教

育实效性是现阶段全体教师的职责。但是当前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

学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或难以满足教学需求，降低了高校

思想政治教学实效性。基于此，接下来对于现阶段部分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现状展开分析，问题不具备普遍性与针对性，仅以研究实践

性教学对策为主。 

（一）大学生缺乏传统文化认知 

传统文化是我国的遗留文化，对于学生的教育具有客观性与有

效性，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的首要任务是加深学生的传统

文化认同感，并立足于学生的情感共鸣实施教学，确保将培养学生

传统文化认知视为传统文化融入的根本[4]。但是现阶段部分高校在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或未重视学生的主体性，传统文化的融入主要

以课程教学内容为主，而课程教学多侧重于教师的理论知识灌输，

学生主体地位未得到充分凸显。如此一来，或导致传统文化在思想

政治教学中难以充分发挥其教育意义，假设学生长期难以受到传统

文化的实质性熏陶，将会导致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出现分歧，进而

降低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影响力。 

（二）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不充分 

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是提升教学实效性的

关键所在，只有将传统文化有效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才能确

保其在教育过程中发挥教育作用，促进思想政治教学实效性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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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现阶段，部分高校在思想政治教学中，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

融合或难以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导致传统文化难以充分发挥其育

人作用。具体来讲，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融入必须与思想政治教育

目标相互结合，教师必须紧扣教学目标挖掘传统文化教育元素，将

二者有机结合，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将立德树人教学目标有效落实[5]。而教师在实践教学中若不重视传

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如出现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脱轨的情况，将会导致课程教学效率处于停滞状态，同时难以最

大程度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效性。 

（三）思想政治教学模式单一 

素质教育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或面临改革与发展，如教

学理念的更新，教学手段的完善，教学模式的多元化发展等等。结

合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自立德树人理念实施以来，思

想政治教学效率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较大提升，各校均取得了显著的

教学成果。但是部分高校的实际教学中，依然存在教学模式单一、

教学手段局限的问题，导致思想政治教学难以实现预期教育目标。

如现阶段部分高校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并未开展多元化教学模式，

侧重于传统的线下教育，未最大化开发网络教育资源。尤其是在优

秀传统文化的融入中，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手段单一的问题逐渐浮出

水面[6]。而单一的思想政治教学模式或导致课程教学目标难落实，

失去了课程教学的意义；或导致学生产生学习抵触情绪，难以发挥

思想政治教育对于自身的影响力。总之而言，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

现阶段至关重要的课题，更是促进思想政治教学实效性稳步发展的

有效途径。 

三、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学策略分析 

（一）以优秀传统文化为突破口构建高校思政课堂 

优秀传统文化是高校思政教学的核心，在具体教学中，教师可

以尝试以传统优秀文化为突破口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在弘

扬与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实现思想政治教学目标。如在培养学生爱

国情怀时，教师可以融入历史人物故事，如屈原、岳飞、文天祥等

事迹，屈原又关系着端午节，教师可以尝试融入节日活动加强学生

的情感体验。情感是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学的关键所在，

教师应善于运用情感落实教学，尝试将传统文化有效融入课堂实践

中，实现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远大目标。在引导学生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教师应开发传统经典书籍，在书籍中培养学生

的礼仪道德，使其将诚实守信、团结合作、和谐友善等良好品质践

行于实际生活中。优秀传统文化是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福

祉，教师应善于利用传统文化教育优势，将其广泛运用于课程教学

中，力求在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入中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现实意

义。基于此，现阶段高校教师在实践教学中，应立足于优秀传统文

化，将其视为教学突破口，潜移默化地实现培养学生传统文化能力

与思想政治意识的远大目标。 

（二）提升师资力量，夯实教育基础 

高校教师是思想政治课程有效落实的关键所在，要想确保优秀

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教育作用，教师的教学能力占

据主要力量。但是现在现阶段部分高校师资力量难以满足课程教学

需求，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或未实现育人效果。为规避传统教学不

足在新时代上演，高校应始终以提升师资力量为提升教学实效性的

关键，将其视为优秀传统文化发挥育人作用的有效途径。因此在实

践教学中，高校应充分开发网络资源，拓展教师的培训空间。如在

网络平台建立培训机制，教师则结合相关标准完成课程学习，课程

既包括思想政治层面的专业知识，还包括当前的政策制度，也包括

新思想与新理念，更包括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运用。在多元化

教学内容的培训中，教师的教学能力将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

升。此时高校可以为教师之间构建互动平台，在互动中促进教师各

方面能力的提升，在经验分享中提升教师的教学素养[7]。教育是一

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既需要教师的实践教学中改变教学理念，还需

要教师自身不断学习，丰盈自己的知识，提升自身教学能力，为教

育目标的有效落实夯实基础。 

（三）加强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力度 

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融合是落实立德树人的

根本，新时代教育背景下，高校教师应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完善与优

化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

合力度。中国传统文化是现阶段全体教师需深入开发的内容，中国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诸多的相似或共通之处，将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思想等层面进行教学不仅可

以提升学生的文学修养，还能坚定其文化自信，促进思想政治教学

效率的稳步发展与提升。如何以优秀传统文化承接新时代文化，高

校教师需结合传统文化中的“通古今之变”思想，其强调在观看历

史现象时，应透过现象抓住影响历史本质的东西，这是历史唯物主

义的萌芽。在优秀传统文化与现阶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互融合

时，既能加强学生对于古代历史文化的理解，还能促使学生在优秀

传统文化的作用下加深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理解。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是时代变迁与历史发展的见证，是新时代

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福祉，更是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稳

步提升的核心基础。要想充分开发传统文化的教育意义，全体教师

应深入研究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策略，并结合教育成果不断完善教

学现状，在践行中改进，在改进中提升，在提升中实现教学目标，

确保立德树人教学目标有效落实。优秀传统文化是提升学生道德修

养的关键，也是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稳步发展的重要环节，高校应充

分重视这一课程建设，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意义，实现育人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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