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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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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息。几千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焕发出活力与生

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古人的智慧和思想，在每个人成长成才的道路上都至关重要。抓好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

高校工作的重点、难点，在这个过程中要利用好传统文化元素，让其在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三

观，提高思想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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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沿阵地，必须要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去。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不断得到解放，市场经济下，

大众文化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逐渐占据人们的

生活，良莠不齐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侵蚀着大学生的思想。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当代大学生在纷繁

复杂的思想之中辨真伪、明善恶，对自己有一个更加正确的认识，

提升文化自信，进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换、创新

性发展。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一）有利于坚定大学生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对华夏文明

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都产生了积极作用。文化自信是大众

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动力。当今，

随着大众文化日益盛行，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一些文化自信弱化的

现象，主要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衰弱和对中国主流文化自

信的衰弱。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元素，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有效抵御网络文化垃圾，加深对社会

主义主流文化的认同感。 

（二）有利于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培养和塑

造合格的当代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意蕴深厚，是

先辈们遗留下的最珍贵的财富。中华优秀名篇佳作数不胜数，其中

常常涉及“德行”之说，如《大学》中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 传统文化为高校立德树人奠定了基础，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将更好的实现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 

（三）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几千年来人们共同的精神追求，是被

认同了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某些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齐家”、“治国”等分别从个人、社会、国家角度展现了

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把个人、社会、国家

融合在一起，凝练成二十四个字，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也是一种创新性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一）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授知识，解答疑惑，教导

学生做人的道理，是教师的责任和义务，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精通

专业知识还要拥有广博的知识体系。教师的整体素质对教学和育人

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高校教师而言，面对的群体是思想活跃并有

一定知识积累大学生，因此教师更要积极参与各种活动、讲座、进

修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素养。增强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积极把传

统文化运用到教育教学实践中去，引导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与

感悟，发扬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青春。 

（二）运用现代教学手段 

科技时代，网络媒体已经渗透到大学生生活之中。优秀传统文

化可以借助网络媒体，扩大自身传播力和影响力，以多种方式呈现

出新的生命与活力。随着多媒体技术广泛运用到教育教学领域，区

别于过去以教科书、板书为主的传统教学手段，现代化教学手段更

加生动，增添了更多趣味性，能够在激发兴趣的同时拓展学生眼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掌握多媒体网络技术，积极开发教学

资源，将现有网络资源运用到日常教学之中，利用慕课、微信公众

号、学习强国等平台向学生宣传推广优秀传统文化知识，让学生感

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使学生自觉强化思想认同，增长知识、拓宽

视野。 

（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大学校园是学生生活和学习的地方，校园文化像一个大染缸，

潜移默化的浸染着每一个学生的思想，从而间接影响其行为。传统

文化历经沧桑，其中优秀的文化更是凝结了先辈们智慧的结晶，是

最宝贵的财富。校园文化是一所大学的内在气质，校园文化建设必

须要充分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将这些元素以视觉、听觉等

方式渗透到大学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大

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使其内化于心，滋养

身心，开拓眼界，提升自身文化修养。 

（四）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开展课外实践活动是对于课堂知识教学的

延伸，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大

学生的实践活动，使学生们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有所收获和感悟，

用优秀传统文化武装头脑进而提升学生思想认识，培育新时代合格

的青年，真正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开展形

式多样的课外活动，如参观红色基地、博物馆、纪念馆等等，将课

堂所学的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实践中真正

接触传统文化、感受传统文化，从而更好地学会继承与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又守正出新，是中华民族根之所

在，魂之所依。高校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的教育、引

导功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主

义培养出有责任有担当有作为的青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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