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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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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将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家文化影响力。这一建设旨在通过

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思政教育的核心价值，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坚定理想信念的新时代青年。本文旨

在探讨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以推动高校思

政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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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文化自信成为国家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其传承与发展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高

校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

有助于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

族自豪感。新时代教育改革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注

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正是对这一教育理念的贯彻落实。

1.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的重要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家园。高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其中，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

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1]。新时代高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有助于培养学生

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

想政治教育资源，将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有助于丰

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使思政课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将传统文化融入思

政课教学，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新时代高校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有助

于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提高思政课的教学质量和水平。

2.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协同发展策略

2.1.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2.1.1. 整理和筛选适合思政课教学的传统文化内容

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包括道德观念、

人文精神、历史传统等，提炼出具有时代价值和教育意义

的元素。结合思政课教学目标，筛选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相契合的传统文化内容，如孝道、忠诚、诚信、仁爱等。

关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丰富思政课教

学内容，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注重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创

新元素，如古代科技、艺术、哲学等，激发学生的创新意

识和实践能力。

2.1.2. 建立传统文化资源库

收集整理各类传统文化资料，包括文献、图片、音频、

视频等，形成丰富的资源库。对资源进行分类、整理、标注，

便于教师和学生查阅和使用。建立资源共享机制，鼓励教

师和学生共同参与资源库的建设和维护 [2]。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如大数据、云计算等，提高资源库的检索效率和实用性。

通过以上措施，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高校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高校思政课的协同发展。

2.2. 优化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

2.2.1. 将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大纲

明确传统文化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其作

为思政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大纲中设置专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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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系统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特点、价值等。

结合思政课教学目标，将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结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教学大纲中明确传统文化教学的具体内容，如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佛教文化、诗词歌赋、历史故事等。鼓励教师

根据教学大纲，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

传统文化课程。

2.2.2. 编写具有特色的教材和教辅资料

编写具有时代特征的传统文化教材，注重教材的时代

性、科学性、系统性。教材内容应涵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道德等。教

材编写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将传统文化知

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中。教材编写应注重创新，采用多种形

式，如案例分析、互动讨论、实践活动等，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 [3]。编写教辅资料，如辅导书、习题集、教学课件等，

为教师提供教学参考，为学生提供学习辅助。鼓励教师根

据教材和教辅资料，结合自身教学经验，开发具有特色的

课堂教学案例。定期对教材和教辅资料进行修订，确保其

与时代发展相适应，满足教学需求。通过以上措施，优化

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将传统文化与思政课教学有机融合，

提高思政课教学效果，培养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的

新时代人才。

2.3. 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

2.3.1. 运用多媒体技术，增强教学的吸引力

利用多媒体技术，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教学过程中，

如通过动画、视频、图片等形式展示传统文化，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结合多媒体技术，将传统文化与思政课程相

结合，如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了解传统文化，提高思政课的吸引力。利用

网络平台，收集整理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为学生提供更

多学习机会，使他们在自主学习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2.3.2. 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古迹等，让学生亲身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组织学生参与传

统文化体验活动，如剪纸、书法、茶艺等，让学生在实践

中了解传统文化，提高动手能力。邀请专家学者开展文化

讲座，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拓宽知识面。鼓励学

生成立传统文化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提高学

生的参与度和组织能力。举办传统文化知识竞赛、演讲比

赛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2.3.3. 加强线上教学平台建设，拓展教学空间

高校应积极搭建集课程资源、教学互动、学习评价等

功能于一体的线上教学平台。平台应涵盖思政课、传统文

化课程以及其他相关课程，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高校应积极整合校内外优质教学资源，包括传统文化课程、

思政课教学案例、专家学者讲座等，丰富线上教学内容，

提高教学质量。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模式，如翻

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

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针对线上教学特点，对思政课教师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线上教学水平。同时，鼓励教师开展

跨学科、跨领域的教学研究，提升教学效果。通过线上教

学平台，搭建师生、生生互动交流平台，促进学生之间的

思想碰撞和学术探讨。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线上讨论，

提高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表达能力。

2.4.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2.4.1. 提高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

加强传统文化教育，通过开设传统文化课程、组织专

题讲座、开展传统文化实践活动等方式，提高教师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深入研究传统文化，鼓励教

师深入研究传统文化，撰写相关论文、专著，提升自身在

传统文化领域的学术水平。传承与创新，引导教师将传统

文化与现代教育理念相结合，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2.4.2. 开展教师培训与交流活动

定期举办教师培训，邀请专家学者、优秀教育工作者

进行专题讲座，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组织教

师参加学术研讨会，鼓励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会，拓

宽视野，提升学术水平。开展校际交流，与其他高校、中

小学开展教师互访、教学观摩等活动，促进教育教学经验

的交流与共享。建立教师交流平台，搭建线上、线下交流

平台，方便教师分享教学心得、探讨教学问题，共同提高。

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组织教师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如志愿服务、支教等，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

通过以上措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传统文化

素养，促进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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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完善协同发展的保障机制

2.5.1. 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制

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由学校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

专家学者等组成，负责统筹协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各项工作。明确责任分工，明确各部

门、各学院在协同发展中的职责，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建立定期会议制度，定期召开协调会议，研究解决协同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实施。

2.5.2. 加大经费投入与支持

设立专项经费，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确保项目顺利实施。鼓励

社会捐赠，积极争取社会力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支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优化资源

配置，合理调配学校内部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确保

项目顺利实施。

2.5.3. 加强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

建立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教学过程进行全程监控，确保教学质

量。完善教学质量评估机制，定期对教学成果进行评估，

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强化教师队伍

建设，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

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认识，提升教师教学水平。推进教

学成果转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的优秀成果应用于实际教学中，提高教学效果。通过以

上措施，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加大经费投入与支持、

加强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高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推动协同发展。

3.	 结论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

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对于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入挖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契合点，构建协同发展机制，实现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两者深度融合。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教学内容，

提升课程的文化品位和思想魅力。运用多媒体技术、实践

教学等多种手段，创新教学方法，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和

感染力。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提高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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