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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知的调查分析

赵东明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 吉林 132013

摘 要：文章以提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通过对高职院校学生调查问卷方式的调查，对结果进行多维度细致

分析，深入了解高职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情况，查找到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知方面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提出了坚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心、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手段等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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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Cogni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Dongming Zhao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Jilin Vocational College of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Jilin 13201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im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survey using
questionnaires among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results are analyzed in a multidimensional and detailed manner to gai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vocational students' awareness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article identifies the
shortcomings and issues in students' recogni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
including fostering confidence in promoting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o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nriching the means of education o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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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有

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

定文化自信”（2022年 6 月 8 日，习近平在四川考察时强

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将其蕴含的丰富精神养分有机

融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系统工程中，特别是通过课堂教

学这一主渠道，结合课程本身教学内容，关注学生职业核

心能力和综合素质提高这一目标，是高职院校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的途径之一。为深入了解高职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认知情况，在高职语文等通识课程教学中全面挖掘

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涵养学生精神品质，提高高职

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学院人

才培养的研究”课题组进行了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任

职情况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并结合实践提出了对策。

调查对象为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0级和 2021级

学生，调查问卷共有 20 道题目，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兴趣、认知程度、知识掌握等方面的内容，基本能够

反映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情况。调查采取网络

问卷的方式进行，共发放调查问卷 2740 份，收回有效调

查问卷 2319份。

一、调查结果分析

（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体上比较重视，但认识

不足。

学生在主观认识上，比较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和发展。在“你认为有必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吗”一

题中，选择“非常有必要”的占 74.6%，选择 “没必要”

的仅占 2.7%；在“你觉得在语文教学中融入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内容是否有必要”一题中，选择“非常有必要”的占

59.6%，选择“有必要”的占 35.4%，两项相加占比 95%，

只有 4.1%的学生选择了“无所谓”，0.9%的学生选择“不

支持”。由此可见，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在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学生们总体上体现出十分重

视的特征。对古诗词、文言文等也比较重视，如题目“认

为在当今社会，学习古诗词、文言文等内容有无意义”的

选择上，70.9%的学生认为“非常有意义，古诗文、文言

文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应该多积累”，27.0%的学生

认为“有一些意义，可以学一些简单的，适当穿插”，只

有 2.1的学生认为“没有意义”和“学不学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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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调查反映出学生对传统文化还不十分了解，认识

不足、不深。在“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怎样”一

题中，有 1355人选择了“一般”，占比为 58.4%，32人选

择“很少，不知道”占 1.4，选择“比较了解”的人占 20.8%，

选择“认识很深”的人仅占 19.4%。在“你如何看待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一题中，选择“博大精深，很有价值，应

继承发扬”的占比虽为 74.3%，但是仍有 24.8%的学生选

择“有其精华，也有糟粕，应合理扬弃”，其他的学生选

择“已经过时了”选项，此题选择反映出有一部分学生对

“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两个概念并无区分，模

棱两可，似是而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概念的

内涵没有足够的认识。

（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有一定了解，但掌握

不深。

身处中华大地，浸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中，

大多数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掌握基本

的常识，但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体知识掌握不深，

了解不透，不利于继承发展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

在题目“你熟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哪些”中，对于列

出的古诗词、文化传统、书画艺术、传统节日方面、饮食

（八大菜系、民间小吃等）方面、古代建筑、服饰方面、

传统科学(如中医药、天文、地理、农业等)方面、舞蹈武

术气功等方面、中国象棋或围棋等传统棋类方面等 9 个选

项，选择的占比分别为：14.7%、13.0%、11.0%、13.2%、

12.3%、10.2%、8.4%、9.6%，反映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一定的认知程度。再如在“在中华优秀传统节日中，

你最热爱哪些节日”一题中，选择结果排前四位的是春节、

中秋节、元宵节、端午节，其中有 2198人选择了“春节”，

占比为 94.8%，选择中秋节、元宵节、端午节等其他三个

节日的学生数分别占比为 64.0%、61.5%、60.8%。可见中

国传统节日在学生心目中重要地位和对学生影响之深。

但是当问及“你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来源和风俗吗”

时，仅有 21.2%的学生选择“十分了解”，74.4%的学生选

择一般了解，4.4%的学生选择不了解。“对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核心儒释道（儒家、佛家、道家）的三大思想精神你

了解吗”一题中，选择“知道并能区分三者观点”的学生

占比为 29.0%，其他占比为 71%，其中选择“了解大致思

想，但不能完整描述”占比为 55.3%，选择“有其中一两家

不太清楚”和“基本不知道”分别占比为 10.1%和 5.7%，表

明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释道的知识缺乏

深入了解和掌握。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中医药文化

题目“你了解中国的中医药文化吗”，调查的结果还比较

令人可喜，31.5%的学生选择了“中医药传统文化是我们

民族瑰宝，比较了解”，但是更多的学生选择的是“零星

了解一些”“不是很了解”“压根不了解”，分别占比为 39.2%、

25.6%、3.6%。而对于深入考察学生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知识的题目“‘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间。去尘

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贴春牌，祭祀祖宗。’描

写的是以下哪个节日”，只有 56.3%的学生选择了正确答案

为：春节，40.2%的学生选择了“除夕”，还有 2.9%和 0.6%

的学生分别选择了“端午”和 “中秋”，说明近一半的学

生不了解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春节的来历。题目“你能

准确说出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和时间吗”中，仅有 19.2%的

学生选择“全部熟记并可以流利说出”，38.6%的学生选择

“知道一大部分，少部分忘记”，38.1%的学生选择“知道

一少部分，大部分忘记”，4.2%的学生竟然为“完全不知

道”。以上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知识的掌握只停留于表面，认知不够深透，表现出“知

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特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

思想理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的传承和发展，只有在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认知的基础上才能开展，不求甚

解的认知对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要求难以实现，这也显现出加强高职学生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渠道较多，但侧重不够。

在题目“一般情况下，你通过哪些途径了解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选择“学校教育”的占比为 22.4%，选择

“报纸、杂志、网络电视媒体”的占比为 53.3%，选择“父

母长辈”的占比为 17.1%，选择“其他”的占比为 7.2%。

题目“对仁、义、孝、忠等传统美德，你所受的教育”中，

65.2%的学生选择“自小耳濡目染”，32.3%的学生选择“课

外书上看过”，2.5%的学生选择被教育是过时的东西。题

目“你认为如果弘扬传统文化哪种方式更利于接受”中，

24.1%的学生选择“利用报纸、电视、杂志等宣传”，31.4%

的学生选择“在课程中增设传统文化”，13.5%的学生选择

“长辈等周围人群传播”，31.0%的学生选择“微信、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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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等网络媒体”。学生对于“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教育有什么建议”的态度上，选择“学校开设传统文化课

程”的占 26.9%，选择“班级开设传统文化兴趣小组”的

占 24.8%，选择“开展一些有趣的传统文化活动并让它流

传下去”的占26.9%，选择“利用网络加大宣传”的占21.5%，

也体现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教育方式的多样

性选择。以上题目的调查结果表明，当今社会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环境还好，传播渠道较多，传播途径呈

现多样化特征，然而传播和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渠道和

途径的侧重不够，教育途径的重点不够突出。

（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较为理智，但兴趣不

高。

在“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认为造成部分学

生不看戏剧的原因是什么”一题中，53.6%的学生选择“没

时间好好欣赏”，28.1%的学生选择“没兴趣，因为太拖沓

和老旧”，21.8%的学生选择“太耗脑”，不如其他形式的

娱乐方式（如电影、电视剧）放松。尽管参与调查问卷的

学生对调查问卷中上文提到的题目“挑选出你热爱的中国

传统节日”表现出一定热情，但是在问卷后面的题目“你

对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中，除 68.9%的

学生选择“必不可少”之外，有 23.6%的学生选择了“稍

有兴趣”，7.5%的学生选择了“一般”的态度。在针对性

调查“如果说当前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缺失，你认为有哪些

原因”一题中，选择“学生对传统文化缺乏兴趣”的占比

达 41.0%，选择“学习压力大，没有时间了解”的占 28.1%，

选择“学校没开设相关课程”的占 18.5%，选择“传统文

化不符合现代生活方式，难以发展”的占 12.4%。以上这

些有点矛盾的数字比例，反映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认识上比较理智，但暴露出实际上兴趣并不十分浓厚。

二、结论和建议

经过以上调查与分析可知，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认知情况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同时有呈现出不足的一

面。值得肯定的是，学生在思想意识上十分重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方面，有着广泛的一般

意义上的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基本知识，其中少部分同学对此掌握的较好，同时也反映

出社会范围内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渠道比较多，有一

定的实效。这一切与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指导纲要》（教社科〔2014〕3 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教材〔2021〕1号）的出台也有密

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此次调查同时反映出接受调查的高

职学生存在对传统文化认识不足，对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掌

握不深，发自内心的兴趣不高的现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教育渠道上还需侧重。为此，课题组提出以下建议：

（一）坚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心，助力培养

高职院校高质量人才。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史上长期绵延发展而从未中断

过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习近平总书记说：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

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

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

烂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也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优秀传统中汲取智慧和

力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思想理念、人文

精神，可以更好地培养高职学生百折不挠的意志品格以及

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奠定工匠型人才的品质基础，提高

我校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二）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高高职学生文

化认知认同程度。

教育是学生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既包含传统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与理

想人格等基本精神，也包括古代哲学、文学艺术、科技、

体育、宗教与民俗等基本知识，学生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受

教育，能够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深刻思考和

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在充分认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基础上，达到内心真正认同，情感受到感染，进

而提升到思想层面，由此真正产生兴趣，实现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从知之到好之再到乐知的境界。高职院校的学生

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群体，在培养职业技能的同时，需要

努力提高职业素养，铸就学生的人文情怀，就更需要我们

以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为切入点，在高职教育阶段贯通

和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三）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手段，探索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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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方式方法。

一是针对高职语文课程中蕴含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现状，立足于通识教育的语文教学，通过课堂主渠

道的教学活动，挖掘语文课程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内容和因素实施教育。二是通过课程延伸的第二课堂开展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为辅助，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活动，以活动为载体，提升学生的志向抱负、意

志品质、道德情操。三是可以开设有针对性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课程，系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在学习

中进一步实现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知和增强学生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为发展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奠定基础。四是通过课程思政同时在美育课程、创新创

业课程等相关课程中渗透和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达到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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