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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及思想

观念，是我国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灵魂，因此，在大学

教育中融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意义非凡。大学语文作为大学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主要渠道，将大学

语文教学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效结合，从而培养学生

的爱国情怀，为祖国未来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大学语文教学渗透传统文化的问题

1. 课程定位不准，教学方式陈旧

大多数高职大学语文教学往往是以教师的讲授为主，

教学方法单一、死板，虽然学校教务部门要求大学语文

课程渗透传统文化教育，但是由于没有有效的教学模式

与合理的教学手段，教师教学死板，师生缺少必要的互

动交流，更谈不上因材施教。还有部分教师不能主动学

习，缺少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高度，因循守旧，不及时更

新教学内容，仍然用陈旧的内容开展教学，导致大学生

普遍缺乏学习语文的兴趣。最终的结果是学生只是被动

接受，如果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与弘扬难以实现，创新

与发展就更无从谈起了。

2. 大学语文教师的优秀传统文化素养有待提高

在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承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大学

语文教师开始主动挖掘课程中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知

识，但即便如此，从整体而言，目前高校大学语文教师

在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中仍然存在综合知识、传统

文化素养和教学实践能力水平不高的现象 [1]。现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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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多为中文类专业毕业，其他人文类专业出身的

语文教师比重不高，这就造成一部分教师先天不足，优

秀传统文化知识储备有限、积累不够，在教学中实施传

统文化教学会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过多强调阅

读、写作等基础素质的培养，并只能通过简单的文化背

景介绍进行零散化、碎片式的传统文化知识讲解，无法

形成有效的、系统化的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渗透。同时，

一部分教师在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学时由于缺乏传统文

化教育的经验和技巧，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改

进教学方法、利用现代教育资源、渗透地方文化资源等

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提高水平。

3. 传统文化知识缺失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儒家“十三

经”《尚书》《诗经》《周易》《礼记》《论语》《孟子》《春

秋》等到道家经典《老子》《庄子》等，都是我们充实自

己的精神食粮。《礼记·礼运》所描画的“老有所终，壮

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人

人平等、人人关爱的大同社会蓝图；孔子提倡的“见贤

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

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进取精神；孟子所

谓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方法；老子的“大方无

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以及“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境界；庄子“抟扶摇而上者九万

里”的宏伟理想；《韩非子》中无数发人深思的寓言故事

等，都是我们大学生学习的极好教材。这些典籍蕴含着

深奥的人生哲理，一些大学生便认为太艰深了，反正也

掌握不了，还不如不去掌握。还有部分学生认为，这里

面有封建思想意识，学了也没多大用处。为了进一步了

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我们对具有代表

性的几所高校大学生进行了走访调查，调查结果令人担

忧，许多学生连“《论语》是一本什么著作”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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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语文教学渗透传统文化的途径

1. 加强地域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

我国拥有五十六个民族，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之间

流传的优秀传统文化截然不同，每个区域都盛传着属于

当地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为了更好地传承我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观念及思想观念，在大学语文课堂

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地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

大学语文教学课程 [2]。首先，教师可以借助先进的多媒

体，利用视频、图片及音频等功能，在课前通过网络收

集当地的历史文化信息，并下载相关的视频和图片，然

后将这些教学资料进行归纳及整理，最后在课堂教学中

以视频、图片的形式播放给学生观看，让学生在观看视

频的过程中对当地的文化背景、习惯以及历史渊源等文

化信息进行充分的了解和熟悉，从而激发学生学习优秀

传统文化知识的兴趣，使学生即便没有教师的督促，依

然能主动地探求相关文化知识。其次，开展实践教学。

在确保学生人身安全的基础上，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当

地的历史文化博物馆进行参观，让学生通过对当地文化

内容近距离的接触，切身地了解当地的生活习俗、风土

人情和地域特色，对学生进行长期的优秀传统文化熏陶，

使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地被植入学生心中。

2. 营造浓郁的校园传统文化氛围

为了营造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在大学语文课堂授

课的基础上，应该让传统文化走进校园。鼓励学生在校

园各类文化媒体上开辟“传统文化”主题专栏，搭建交

流、研讨、展现传统文化的平台；组织读书会、经典诵

读会、演讲会、辩论会、文学社团；举办中秋诗会、传

统礼仪展示、太极拳表演、书法作品竞赛等活动，吸引

学生参与其中，切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校园的建

筑风格、园林景观、雕塑艺术等方面突出传统文化的元

素，创设富有传统文化气息的校园环境，引导学生兼收

并蓄了解和学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营造人文氛围，使

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3. 强化使命担当，练就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行动自觉

大学校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渠道，高

等院校应该重视营造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向上的校

园良好风尚，大学语文教师和青年一代学子更应该借着

传统文化传承的东风，自觉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解说员

和宣传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面临多元文化的冲击，青年大学生群体在

享受海量信息的同时，由于自身认知和发展的局限，不

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侵蚀，出现文化认知的偏差。

我们的大学语文课堂，承载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使命，教师要不断增强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教

学基本功，提炼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元

素，用当代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方式引导吸引学生，

让学生在生动的讲解和互动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充分认识古代文学经典的当代价值和时代魅力，

推进大学语文课程改革创新；同时，让更多的学生喜爱大

学语文课堂，用经典唤醒青年学子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让

他们在学习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时代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意义，提升新时代青年学生的文化素养，将培养民

族情感和增强文化自信融入到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进一步

提高青年学子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动自觉。

4. 构建多元化教学平台

随着我国科技不断地发展，被应用到教学领域中的

先进教学设备越来越多，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先进的

教学设备，不断地创新教学观念及手段，丰富教学内容。

在大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先进教学设备构

建多元化教学平台，将优秀传统文化知识融入大学语文

课堂教学中，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3]。利用互联网

技术实施大学语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师可以借助互

联网技术构建微信公众号或者微博互动平台，定期在公

众号或者微博平台中发布相关的优秀传统文化知识，让

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 [3]。

另外，教师还可以通过校园门户网站，开展大学生语文

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在网站中设置相应的页面，定期

在网页中更新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视频文件以及图片

资源。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渗

透，让学生长期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中，充分地领悟到我

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及内涵。

三、结束语

总之，在教学中，教师应力求把传统文化教育和大

学语文教学融为一体，让大学生在学习、掌握语言文字

知识的同时，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促进人文学科

知识内化为人文精神，并外化为行为习惯，以塑造大学

生相对稳定的人格品性，并提高其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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