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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高职学生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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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文化内涵博大精深，把其中的优秀思想和高尚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融入到现代化教育事业当中，对于及时纠正

部分大学生文化价值取向上偏差，确保大学生的思想在正确的前进方向，努力在实践中弥补传统文化缺失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对

大学生管理面临的紧迫任务。本文就传统文化真正融入到高职学生管理中进行探索，以期能促使高职学生管理工作更科学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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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根植于长期的历史过程，是经过不断积淀并升华而形

成的思想和精神的结晶，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以及价值取

向，体现了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大学生作为社会组成中的

特殊部分，也难以避免地陷入了这种文化旋涡中。本文通过分析大

学生价值观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影响。并期望基于对这种变化和

影响的研究，探讨相关应对措施，为大学教育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的支持。 

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 

传统文化就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并且

渗透于意识和行为之中的东西。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中

鲜活的展现，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聚拢着一个民族自我认

同的凝聚力。传统是历史的延续，是文化形式化的结果，它随着历

史的推进继续发展、变迁，世代相继相传。而我们的传统文化，是

指根植于中华大地之中，历经千百年历史积淀、发展而形成的观念

形态的文化，主要内容有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生活方

式、礼仪制度、宗教信仰、民风习俗、教育科技等。主要弘扬的是

“仁者爱人，兼济天下”，追求的是“泛爱众”和“兼济天下”，这

是一种十分值得倡导的崇高的精神；“以民为本，君轻民重”，以民

为本，君轻民重是我国人文精神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修身养性，

厚德载物”，主张的是“格物、致知、修身”，然后“齐家、治国、

平天下”，并将之当作人最有价值的成就。“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也应像天道一样刚健有为，无论

遇到什么困难挫折都要一往无前的气概，顽强拼搏，不屈不挠。这

种精神激励着无数的中华儿女在万千困难面前，勇敢地发出生命的

呐喊，书写着一篇又一篇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勾践卧薪尝胆，司

马迁忍辱而著《史记》等等，都无不体现着这种精神。 

二、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学生管理的必要性 

1、改进和创新高职学生管理工作 

近年来，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逐渐增多且不断细化、招生方式灵

活多样、招生数量不断增加，使高职学生管理工作更具有挑战性。

高职教育现阶段正处于大力改革与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学生管理

工作也应紧随社会需求和教育改革的步伐，逐步完善工作方式方

法，力求实现立德树人的最高目标。将传统文化知识与管理思维渗

透于学生管理实践中，鼓励和引导高职学生更多的汲取其精髓和营

养，是进行高职学生管理模式创新的必然选择。 

2、强化高职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把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生的生活中，引导学生更加全面准确地

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对

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筑牢意识形态工作的安全屏障与有效防线。

在学校层面上开展的一系列传统文化的活动，能开阔学生的眼界，

对不同领域知识都有所涉及，发散学生的思维，让学生不断成长。 

3、传承和创新中华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自古以来都是我国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的瑰宝。然

而，随着全球化经济及文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文化被边缘化，传统

文化所倡导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优良传统受到西方个人主义和

拜金主义的腐蚀。高职院校在育人和文化传承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传统文化需要借助学生管理这一平台去传承、去弘扬，拓宽了传统

文化的传播渠道，使其更易于接受，赋予了传统文化当代内涵和时

代价值。 

三、传统文化在高职学生管理中的应用 

1、将传统文化纳入高职学生管理制度 

学生专业人才培养不仅包括教学计划还包括教育计划，学生管

理是高校教育计划的重要部分。对学生的日常管理不仅是对事，更

重要是对人的管理。在学生管理制度中渗透传统文化，善于运用传

统文化引导、规范和制约学生，切实把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做细、做

实、做深。要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育实施计划中融入传统文化的

内容，在每学期成绩考核中根据学生的参与情况给与相应的学分。 

2、将传统文化融入班集体建设 

班集体的建设与管理是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融

入传统文化内容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文化感染效果。一是结合学生

实际存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传统文化教育主题班会,例如诚信

教育、感恩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可以增加学生对传统文化思想

及理念的了解和认知。二是加强班集体文化建设，通过开展辩论赛、

演讲、系列情景剧、课外集体活动等，使学生在比赛中、表演中、

玩耍中体会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增强集体荣誉感。 

3、将传统文化渗透到宿舍管理 

学生在宿舍的生活状态能够更直接、更真实地反映学生的日常

行为表现和思想状况。将传统文化渗透到高职学生宿舍管理和宿舍

文化建设中去，有利于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时效性，及时发现和解

决问题。首先，在宿舍管理中善于运用传统文化思想与教育理论。

“00”后学生普遍以自我为中心，这种“唯我独尊”很不利于集体

生活，传统文化注重谦让、宽容，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融入宿舍生

活。其次，宿舍文化建设中增添传统文化元素，例如校公寓中心每

年举办文明宿舍评比、宿舍文化装饰大赛等活动，在具体评审环节

中，传统文化因素占很大比重。 

4、将传统文化用于学生实践活动 

大学生要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以社团为主导，联合社会

公益组织，结合社会热点话题开展传统文化主题活动，例如开展“文

明我来拍”、“道德模范故事会”等一系列活动，使学生从各种有益

的尝试中领会传统文化的价值，同时服务社会，奉献社会，为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出一份力。 

四、结语 

将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学生管理中，让学生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中，用心去品、去悟传统文化的深层涵义与博大精深。在开展中华

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要把握好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

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

承，要注意创新，使之适应新形势与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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