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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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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其间蕴含着丰富的为人处世之道，对于青少年价值观念的形成以及良好习惯的养成都有
着重要的作用。但伴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青少年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主动性大幅度下降，优秀传统文化遭遇传播困境。因此本文
通过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学习，传统文化对于青少年的积极意义进行深入分析，综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面临障碍以及目前所
取得传承成果、发展路径。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好地发挥其对青少年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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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世界社会形态的不断变化，新时代的中国正面临着改革

和建设的关键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面临着诸多考验和
挑战。中国作为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具有着深厚的文化资源和
根深蒂固的文化精神财富，诸多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少年成长具有积
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培育和践行青少年文化自信是教育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背景下，青少年作为国家未来的希望，
承担着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和使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因此青少年传统文化普及教育是青少年思政教育工作开展的重点。 

一、青少年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意义 
1 树立青少年远大目标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青少年教育提

出以下要求，他鼓励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坚定理想信念，在正确
的成长方向上行进，让青春拥有持续的向上的坚固力量。通过学习
优秀的传统文化，青少年可以深入了解人物，生平事迹，丰功伟业，
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故事，树立崇高的理想，朝着正确的目标成长。
青少年在学校中需要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能
量，严格要求自我，学习优秀传统人物的故事，培养自己吃苦耐劳，
乐观向上的精神，最终实现自我价值，达成最终目标成为对国家，
对社会有用之人。 

2 养成青少年良好习惯 
青少年要从行动中收获习惯，在习惯中收获性格，在性格中掌

握命运。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许多对学生有益的日常行为准
则。比如儒家思想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处有事当无事、
处大事当小事”等，青少年在学习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应该对于
这些名言警句进行充分领域，并融入自己的实践生活之中。同时学
校也应该认识到， 良好的习惯有助于帮助青少年更好地适应生活，
适应学习，养成良好的性格和习惯，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学会协
同完成学习任务，减少在人际交往中的阻力，提升自己的精神素养。 

3 提高青少年综合素养 
综合素养在青少年成长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形成良好的综

合素养，才能引导青少年在正确的道路上健康成长。在我国优秀传
统文化中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正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吾日三省吾身”，通过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将历史人物中的优秀
事迹融入到自身实践当中，充分理解名言警句中的含义，才能正确
引导青少年自省、提升、看清自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
提升青少年独立和自信水平，以便青少年更好、更快成长，同时提
升青少年的自我认知能力，使青少年更加准确了解自己的综合素
养，为以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防止青少年出现好高骛远、
眼高手低等不良现象。 

二、新时代青少年优秀传统文化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青少年学习传统文化较为表浅 
伴随着新时代科技文化的发展，新媒体的传媒力量日益增大，

网络信息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在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接
触信息的能力增强，汲取传统文化的能力提升。我国传统文化历史
悠久、内容丰富，其中多数文化内容属于优质文化，但是不排除存
在部分的糟粕文化。但正是由于信息传播速率加快，新媒体往往无
暇顾及信息质量，导致信息传播浅表化发展。在快节奏的时代，许
多青少年在繁重的学业压力下，很少有时间去沉淀自己，熟读传统
文化，深刻了解其中的内涵，甚至开始追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
然”。同时在新媒体时代，传统的文字化传输已经被图片、视频取
代，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信息内涵丰富，表达方式较为委婉，需要
青少年详细阅读、逐步理解，非文字性传播无法展示传统文化丰富
内涵。 

2 青少年缺乏传统文化认同感 

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本，而文化自信又是文化自觉的深
入。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外来文化得到青少年的喜爱，对传统
文化的传播造成一定冲击。青少年开始逐渐追求多元文化协同发
展，而较为枯燥的传统文化，难以提起青少年主动学习的兴趣。受
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导致青少年学生缺乏对传统文化的自信，难以
获得传统文化上的认同感和参与感。即便国家、社会、院校呼吁重
拾传统文化，比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展国学教育等，但
只是从外部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传播，让青少年拥有更多接触传统文
化的机会，很少会真正触及青少年内心，让青少年从内心深处对优
秀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同时青少年对文化甄别能力不强，无法辩证
地看待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不经思索、不予辨别，盲目地学习和
借鉴传统文化，部分糟粕文化并不会对青少年成长产生益处。 

三、新时代青少年优秀传统文化培养路径 
1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培养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全民族宝贵的精

神财富。因此中小学院校开设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即是中小学院
校教育教学安排的责任，也是中小学院校为国家输送高水平、高质
量人群的基本保证。同时，学校积极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工作。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方式多样，既有书本中的文献记载，也有诸多内
容依赖于口口相传，要想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就要扎根于书本，
阅读和提炼经典作品中的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将中医药传统文化与
实际课程相结合，在历代名家的实践经验中不断总结探索和提升青
少年知识素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
觉、认同，在体验中自信、传承，在传承中自强、创新。 

2 提高优秀传统文化趣味性 
提升传统文化本身趣味有助于让青少年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可以从趣味性较高的典籍著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入手，再为传统文
化披上科技外衣，提高传统文化的趣味性，使得青少年对传统文化
产生兴趣，成为传统文化的拥趸；同时将局限于书本的传统文化融
入优秀作品，激发青少年学习兴趣，为传统文化寻求全新载体，以
更富于趣味的方式予以展现，从而更好地促进青少年成长。最后拓
宽优秀传统文化展现途径，让优秀传统文化摆脱渠道限制，通过网
站展现传统文化，为渴望学习传统文化的青少年提供便利。并且各
地应兴建传统文化博物馆，不仅要展现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更要
利用现代技术将传统文化与科技融合，为青少年提供了解传统文化
的渠道。 

四、讨论 
一直以来，优秀传统文化都对于青少年的成长作出卓越贡献。

面对新媒体环境，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机遇与挑战并存，必须克服不
良影响，让新媒体成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路径，为更多青少
年成长提供帮助。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要通过挖掘和保护优秀传
统文化资源、提高优秀传统文化趣味性、拓宽优秀传统文化展现途
径等方式，让优秀传统文化伴随青少年一路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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