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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挖掘与运用实践 

谢  捷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511500 

摘  要：思政课作为中国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担着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坚定民族文化认同的

重要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根基，对于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如何挖掘和运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在思政课中进行有效传承与创新，是当前教育领域亟待研究的课题。本文通过分析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探讨其在思政课教学中的价值，并结合具体实践案例，提出在思政课中合理融入传统文化的

策略。研究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还能提高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性，帮助学生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通过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元素，结合现代教学理念和方法，思政课能够更好地实现教育目标，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本文为思政课教师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实践经验和方法，也为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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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思政课作为培养学生政治素质、

思想道德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教

育的重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政课的内容和形式经历了

多次改革和发展，其核心目标始终是塑造具有社会责任感、

民族自信心和创新精神的公民。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

加快和西方文化的不断渗透，如何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

族认同，成为思政课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精

华，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所在。它不仅仅是文化遗产，更是国

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柱。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价值

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对现代社会依然具有深远影

响。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必须充分挖掘和运用

这些文化资源，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通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和

形式中，能够有效增强教学的吸引力和实效性，从而更好地

实现思政课的教育目标。 

本文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内涵出发，结合实际

教学案例，探讨在思政课中如何有效地挖掘和运用这些文化

元素，并提出具体的实施策略和方法。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本文旨在为思政课的教学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并为提升

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贡献力量。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内涵及其价值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指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过

程中所积淀的丰富文化成果，包括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道

德伦理、法律规范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文化元素从儒家思想、

道家文化到佛教文化的融合，再到近现代的改革创新，都在

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强调“仁、义、礼、智、

信”五常，是塑造人类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基础。道家思

想则注重“无为而治”，推崇顺应自然、追求和谐的生活态

度，这对现代社会的环境保护和人际关系处理仍具有现实意

义。佛教文化通过“慈悲为怀”的精神提倡宽容、和谐，深

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道德观念和民众生活方式。 

这些文化元素不仅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也

在现代社会中提供了深厚的精神资源。通过对这些元素的挖

掘与运用，思政课能够帮助学生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找到文

化认同和精神归属，进而强化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

信。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

为培养学生的道德观、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提供了丰厚的土

壤。在传统文化中，许多道德规范和伦理价值观念具有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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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意义，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

值观。 

首先，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强调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提倡“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这一思想不仅为学生树立了正确的道德标准，

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同理心和集体主义精神。通过理解和践行

“仁爱”思想，学生能够增强社会责任感，关注他人福祉，

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培养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

民。 

其次，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对学生的理性思维和

宽容心态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和而不同”的思想

强调在保持多样性和个性的同时，要追求和谐与共融。这种

思想能够帮助学生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保持理性，尊重不

同的观点和文化，理解和包容不同的意见，增强解决冲突的

智慧。 

此外，传统文化中的忠诚、诚实、节俭等美德，也在思

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正确的道德指导，还在

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文化自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

深入学习传统文化，学生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文化的

独特性与深厚底蕴，增强文化自信，并将其转化为推动社会

进步与民族复兴的力量。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

教育资源，它不仅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还

为他们的理性思维、宽容心态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将为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的新时代公民提供

重要支持。 

（三）传统文化元素对思政课教学目标的支持 

思政课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德才兼备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

如忠诚、责任、诚信、和谐等，不仅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

了坚实的文化支持，而且能够帮助学生在道德层面建立强大

的内在动力。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这些道德规范和价值观，

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也为现代教育提供了丰富

的思想资源。 

例如，儒家思想中的“忠诚”和“责任”教导学生要忠

诚于国家、对家庭和社会负有责任，这种责任感的培养有助

于学生形成强烈的家国情怀，激发他们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

量的动力。同时，“诚信”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能够

让学生认识到个人品德的根基是诚实守信，这对他们的个人

发展以及在社会中的立身处世具有深远影响。 

通过传统文化的引导和滋养，思政课能够更好地激发学

生的道德责任感与社会担当，使他们成为具备家国情怀、具

有责任感与诚信的新时代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政课中的挖掘策略 

（一）融入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 

儒家思想中的“仁爱”与“和谐”理念，可以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社会”理念进行有效结合，在思政

课中发挥重要作用。儒家思想强调“仁”，即关爱他人，推

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互助。这一思想核心，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的“和谐社会”理念高度契合，强调社会成员之

间应当相互尊重、包容与关爱，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在思政课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历史人物的事例和经典

文献的阐述，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仁”的含义。例如，孔子

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伦理原则，是“仁”的

核心体现，它教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要尊重他人、体谅他人，

避免将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加诸他人身上。这一伦理观念，不

仅能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道德观，还能增强他们对他人感受

的敏感度，提升个人的人际交往能力。 

同时，儒家思想中的“和谐”理念也可以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的“和谐社会”相结合。儒家强调社会的和谐与

秩序，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社会”则关注不同

社会群体的协调与共融。通过分析这些理念，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在生活中践行尊重他人、友善待人，形成有利于社会和

谐的行为习惯。 

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也与儒家思想的“仁爱”精神相契合，二者的结合可

以帮助学生形成更为全面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思政课

中，通过这样的结合，学生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的

精髓，还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其重要的引导作用，促进社会

的和谐与发展。 

（二）挖掘道家思想中的自然和谐理念 

道家思想中的“无为而治”理念强调顺应自然、和谐共

生，这一思想可以在思政课中用来教育学生如何处理人际关

系以及如何面对自然环境。在讲授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等内容时，可以结合道家思想的“自然无为”原则，引

导学生树立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的意识。此外，道家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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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宁静和自我反思的思想，也有助于学生培养自我调节的

能力，增强他们的心理素质和应对压力的能力。 

（三）运用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充满了家国情怀的元素，例如《论

语》中提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仅是一种个人

修养的提升，更是一种对国家和社会责任的担当。在思政课

中，可以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讲解、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等方

式，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通过

讲解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等的历史渊源，增强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激发他们为国家、为社

会做贡献的动力。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实践 

（一）课堂教学内容的整合与设计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时，首

先需要对教材内容进行整合与设计。在现有的思政课教材

中，可以选择性地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结合。例如，在讲解“诚信”这一核心价值时，可以

引入《论语》中的“言必信，行必果”作为教学材料，阐述

诚信的重要性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应用。在讲授“和谐”

这一社会价值时，结合道家的“和谐自然”思想进行详细讲

解，帮助学生理解如何在人际交往中实现和谐，如何在社会

中实现公平与正义。 

（二）案例教学法的创新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在

思政课教学中，可以通过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案

例，如岳飞忠诚报国、林则徐禁烟等历史人物的故事，来讲

解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主题。这些历史案例不仅具有深刻

的教育意义，还能够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和感受到中华传统

文化的魅力。 

（三）文化活动与实践的融合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政

课教学中可以结合学校的文化活动，组织学生参与传统文化

的体验式活动。例如，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孔庙、历史博物馆，

举办传统书法、舞蹈、京剧等文化艺术活动，增强学生对传

统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感。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够学习

到书本上的知识，还能亲身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

而加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四、面临的挑战与优化策略 

（一）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教学理念的融合问题 

尽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政课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

源，但在实际教学中，如何将这些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教学

理念相结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传统文化往往具有较

强的历史性和文化背景，而现代教学理念注重学生主体性、

互动性和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设计上，如何将传统文化的

理论与现代教学方法有效结合，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实践

感，仍然是一个挑战。 

（二）教学资源的缺乏与教师能力的问题 

许多地区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思政课教师的专业能力

和文化素养仍然存在一定差距。教师在传授传统文化元素

时，往往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方法，导致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

因此，教师的培训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尤为重要。学校应定期

组织教师参与相关的培训活动，提升教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理解和教学能力，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五、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是每一个中国人

的精神财富。通过在思政课教学中充分挖掘和运用这些文化

元素，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还能帮助他们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尽管在教学过程中，存在

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教学方法的融合难度、教学资源的缺乏等

问题，但通过有效的优化策略和教学创新，思政课的教学效

果将会得到显著提升。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将继续为思政课的教学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和理论基础，推

动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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