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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的高校大学生思政课程教改探索 
许敬辉 

（遵义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遵义  563000） 

摘要：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使其中国传统文化在现有的基础上，得到不断继承和发展。本文主要分析了高中大学生思
政教育课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教学，并从针对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学习中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的重要性出发，表现在做好传
统文化教育工作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增强国家文化自信的需要；并为解决当代大学生目前教学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提供重要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思政教育工作中做好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工作的重要意义进行论述，有利于弘
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中华文化优良传统；有利于促进学生培养高尚的品格，提高自己的行为道德规范；以及促进中国传统
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坚持和而不同的精神继承。并针对实际教学过程，总结了做好思政教育工作传统文化教学的有效途径，主要从
思想教育工作中融入传统文化内容；加大学校活动中传统文化的渗入；以及充分与网络思政教育模式相结合。做好教育工作，更好
的促进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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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a long history, so that it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existing basis, 

get continuou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deep teach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starts fro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the study, which 

shows that doing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work well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socialist advanced culture; 
It is also the need to realize n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enhance national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provid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nd on this basi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the discussion, is conducive to carry forward the great spirit of patriotism, inherit the 

fine trad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t is beneficial to promote students to cultivate noble character and improve their 

moral behavior.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harmony without diversity inheritance. An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teaching process, summed up the effective ways to 

do a good job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eaching, mainly from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ent; Increase the infilt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school activities; And fully 
combined with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del. Do a good job in education, and better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o provide a strong impe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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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历史的长河

中积累了大量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经验，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
在当代大学生促进思政教育工作融入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学习，对教
师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好的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发挥中
华民族文化的独特优势，坚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做好思想
道德资源的充分利用，对现代大学生个人素质和修养提出了更高的
标准。为了实现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要对此方面给予重视，并
在现有的基础上，对传统优秀文化不断学习和理解，提高自己的核
心素养，打造高尚的品格，增强文化自信，并将中华传统文化继承
下去，需要老师和学生同样做出巨大的努力。 

一、思政课程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传统文化是对过去历史的不断积累，对优秀的作品不断继承和

总结，传统文化中积极向上的、优良的较高品质和道德修养、精神
风貌，是正能量的一种表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
是促进和谐社会打造的要求，因此做好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融入
传统文化内容至关重要。 

（一）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历史优良传统的不断积累，是精神文化

的结晶，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产物，体现的时代精神，发挥着精神指
导作用，是未来的文化发展趋势，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也是社
会文明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在当前背景下，更好地落实素
质教育工作，培养学生的个人品质和自身修养，需要积极推动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向前发展，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充分认识
和理解，对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继承和发扬，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必然要求，地大物博的中国，急需要对传统优秀文化给予继

承和发扬，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为中国不断进
步提供精神动力。 

（二）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为进一步推动国家现代化的不断发展，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

行深入了解。对于大学生而言，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大学生作为国
家重点培养的优秀人才，承担着国家不断发展强大的使命，是国家
优秀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因此要深深植根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
赋予现代化特色，满足国家发展的实际需求，将现代化特点与本民
族特征相结合，更好的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实现文化的具体化、
真实化使传统文化更具有活力，更具有现代气息。像一些其他的西
方国家，如英国也对此方面给予重视，所有大学生都要求对西方的
传统文化不断学习，并在现代化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这种模式，
我们国家也应该坚持坚持和发展。 

（三）是解决当代大学生问题的实际需要 
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确立下，大学生教育问题存在一定缺陷。更
加注重学生的专业性，强调学生的实践知识和技能，忽略思想理论
教育工作，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增添了阻力，更加注重毕业后的实际
生活，更加以经济为中心，追求经济利益，使得大部分大学生对自
我价值观念判断出现问题，在道德判断上，知识技能只是为了保持
生存，但对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要给予进行思考，打破当前大
学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增强对传统
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并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树立良好的思想
道德观念，增强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需
要加强此方面的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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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不断发展的今天，积累了大量的精

神文化财富，传统文化的精华依然保留，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价
值，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做好文化工作的学习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学生爱国主义，发挥爱国主义精神 
做好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学习传统文化是爱国的一种体现，是

精神方面的享受，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真正爱国主义，是团结统一，
不断进步的精神纽带，是一种凝聚力，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根基，并
推着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精神所在。思政教育
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学习，并对儒家思想中的治国平天下进行分
析和探讨，并将此作为自己的 高目标，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
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放在首位，为国家的不断强大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为当代大学生，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将爱国主义
融入大学生思想教育之中，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并为祖国的不
断强大更好的学习。像古代中文天祥、林则徐、范仲淹等将国家置
于首位，个人利己至于次位，坚持以国家利益至上，以国家安危为
重，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大学生中依然需要学习和继承，
并深深渗透到每个大学生心中。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崇高人格的塑造，提高道德规范 
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培养学生的自我素养和道德规范。古代儒

家思想文化强调人格的完善性，将圣贤君子作为人生的目标，更加
注重严于律己，提高自我素质和能力，追求正义，讲究道义，因此
培养良好的品格不会一帆风顺，会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要对传统
文化进行理解和继承，对培养自己不卑不亢、无所畏惧的高尚品格，
培育自己良好的道德规范发挥的重要作用。要有自强不息、坚忍不
拔的人格精神，要拥有面对问题，不怕困难，敢于迎接挑战的强大
自信心。要在道德面前善于辨证是非的正确价值观念。要不断进行
人格塑造，提高自身修养，培养高尚的品格，需要对传统文化不断
学习。做好此方面的教育工作，可使大学生内心产生强大的动力，
并提供精神支持，保持一种自强不息的高尚品格，拥有较强的意志
力，以及敢于克服一切困难，面对一切挫折，勇往直前，锲而不舍。 

（三）孕育着和而不同的伟大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和而不同”。达到和是一

种极高的境界，正所谓中国 56 个民族，各有特其特色并团结在一起，
充分体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的和凝聚力，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
注重包容性，崇尚和谐，儒家道德思想更是提倡为人的宽厚，对人
宽容友善的态度对待别人，促进人际关系的良好相处。对大学生而
言，既是一个主体，同时也是具有极具个性和特点的个体，要实现
同学与同学之间和谐合作，互相包容，要求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
行学习，尤其在当前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应对新的阶段提出了新
的政策，跟随时代步伐进行不断做出改变，虽然面临新的问题和矛
盾，但更加提倡和谐社会，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不断促进各民
族的向前发展，对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和谐理念进行深度剖析，
让大学生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学
会包容和体谅，包容学生，包容社会，处理社会中更为复杂的人际
关系。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课中传统文化融入的有效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发展珍贵的遗产，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对于塑造学生三观，打造高尚的品格，提高自身修养，培
养大学生自身素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结合教学实践，在
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好的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 

（一）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相融合 
思想政治课程，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主要是在于培养学生的

职业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树立正确的三观，提高自身素质和技能，
加强精神文明需求，因此在思想课程中对中华优秀文化进行讲解，
对于培养学生学习此方面的能力，更具有重要价值。要设置专门的
课程，对于中华文化进行讲述，并贴近于生活，从生活中感受文化，
感受文化的魅力，并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解决
大学生面临的社会问题，对于社会中的热点、焦点进行重点分析，
结合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判断，提高自己对于真善美的辨别能力，
更加注重道德教育，同时可采用多媒体方式进行教学，充分发挥科
技的力量，将应多媒体教学模式应用到实际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课
程中，以微课、幻灯片、视频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讲述，更
具有趣味性和生动性，提高学生思想政治学习兴趣，让大学生主动

参与到实际的教学课程中，体验文化的真正魅力，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继承和发扬打下了坚定的基础，让学生价值观发生转变，有感性
到理性，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具有重要意义。 

（二）与校园文化活动相融合 
校园文化活动作为大学生思想文化教育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对

政治教育工作提到了关键影响，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对于塑
造大学生人格，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增强创
造能力起到关键作用。在大学校园文化活动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
可以通过在校园物质环境中，修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建筑物，可
以在塑造板报、标语等各种方式体现传统文化，营造传统文化学习
氛围，并根据大学校园文化具体活动，开展传统文化主题节目，让
学生对传统文化学习给予重视，引起注意，从而打造高效的文化教
学课堂。更加贴近于生活和实际，让学生时时刻刻受到传统文化熏
陶，在这种氛围和特定的环境下，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同
时，可通过实行定期主题讲座，开展传统文化培训，对传统文化知
识进行深度理解，可以邀请社会专家、主题知名人士进行主题讲座，
对学生加强传统文化知识的输入，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心，另外在教
校园活动中，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节日举行相关文化主题活动，对
一些重大事件相联系，做好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对于优秀榜样进行
列举，通过榜样的力量号召大学生传承优秀文化。也可以通过开展
比赛竞赛活动等方式，让学生对文化进行学习开展诗歌朗诵，经典
格言比赛、辩论大会等等方式，提升自我修养，像一些大型的庙会，
可以以校园活动的名义进行举办，在此方面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时效性。 

（三）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 
网络平台所体现出的 大特点在于信息的共享，实现师生之间

的良性互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如通过建微信群、微博
等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播，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满足当前的教
育目的，从而实现教学的预期 佳效果，对于思政教育工作中更好
的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应用，通过网络学习平台，实现信息的良好互
动，更加注重内容的新鲜感，对学生具有吸引力，引起学生对于传
统文化的阅读兴趣，并将传统文化传播与日常生活中，通过网络平
台认识中国，了解世界，在网络环境下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授，
要通过网络传播的方式发挥网络的力量，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更宽
更广，尤其是思政教育课程中更要将一些传统文化的经典常识、历
史人物进行讲解，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吸引学生的眼球，激发阅
读兴趣，让学生真正参与到文化学习中来，增强学生体验感。另外
通过网络的方式，要更加注重讨论的主题，做好学生与教师之间的
主动沟通和联系，对某一话题的互动和在线答疑方式进行重视，增
强学生参与度，通过多种渠道传播传统文化知识，让学生在学习中
创造乐趣，在乐趣中不断学习和了解传统文化知识，从而全面提高
自身能力。 

总结 
总之，网络信息时代发展的今天，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改革

带来了全新的面貌。做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应顺应时代发展
潮流，为学生着一个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需要教师
改变传统教学理念，更新教学管理内容，并通过网络信息手段打造
高校课堂，为了更好促进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要在大学思政教
育课程中，不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理念，并在文化活动中融入传统
文化教育以及网络信息时代下，做好网络课程传播传统文化的教育
工作，充分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
的贡献，真正让大学生在思想教育课中充分掌握理论知识并应用到
实际生活，更加注重文化的传承，树立自己的三观就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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