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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视域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高校学风建设路径研究

岳巧红1　王　飞2

黄河科技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3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经过岁月的沉淀与时代的冲击依然遗留下来的经典传承，是新时代宝贵的教育资源，

为高校学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是促进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福祉。三维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学风

建设具备可行性，如何有效融入值得高校全体教育者深入研究。为促进高校学风建设，为学生营造积极和谐学习环

境，本文主要从两方面展开分析，一是高校学风建设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性，二是三维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高校学风建设实施路径，以期提升高校学风建设，以环境氛围促进学生的整体素质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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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 classic heritage that is still left over after years of precipit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times. It is a valuable educational resource in the new era, provides a strong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yle of stud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a three-

dimensional perspective, it is feasible for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yle of stud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it is worthy of in-depth study by all educat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yle of stud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reate a positive and harmonious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from two aspects: one 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yle of stud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other i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yle of stud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a three-dimensional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yle of stud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with the environmental 

atmosphere.

Keywords: three-dimensional vision; traditional culture; Study style construction; Integration path

作者简介：

1.岳巧红（1979.6—），女，汉，河南省新密市，黄河科技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物理。

2.王飞（1993.8—），女，汉，河南商丘，黄河科技学院，助教，硕士，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43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1)2022,4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引言：

三维视域可以理解为校风、教风、学生三个维度，

三维视域下，高校学风建设需要追求文化自觉、文化自

信、文化自强。学风是高校自发展以来集教育理念、办

学宗旨、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层面于一体

逐步融和形成的一种固有的文化理念，即校园文化。学

风建设与校园文化密切相关，要想在新时代实现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学风建设，必须以校风、教风、学生三个维

度为切入点，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为学生提供一个相

对轻松和谐的学习空间。

一、高校学风建设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性

1. 经典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备多元性与丰富性、复杂性等

特征。在高校学风建设中如何有效应对与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亟待研究的课题。结合经典

传统文化的特性分析高校可以尝试从三方面突破：

第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辩证的眼

光。传统文化历经千年发展，是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沉淀，

更是不同时代人们意识的凝聚，随着岁月的冲刷，传统

文化具有连续性与多变性，这一特征与社会意识形态紧

密关联。传统文化作为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瑰宝，更是高

校教育事业的发展的福祉，为充分开发其内在特性，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站在不同时期剖析其文化内

涵，挖掘有利于学风建设的元素，并将其汲取出来结合

高校实际情况融入学风建设中 [1]。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带有批判性思维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风建设的主要目的

是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提升其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在

知识教育中成长成才，辅助高校育人目标的进一步实现。

与此同时，传统文化融入学风建设重在培养学生的文化

认同感，在学生的积极响应中发挥传统文化的育人效应。

但是在时代的变迁中，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需要进行申

辩，如传统文化中的无为、利益观、纲常等言说与积极

向上的学风建设相悖，因此这一层面应谨为去。用批判

性思维传承文化，汲取有助于学风建设的元素，摒弃一

些不符合建设理念的元素，才能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对于

高校学风建设的辅助性。

第三，高校学风建设融入优秀传统文化要开发代表

性教育资源。现阶段，高校学生意识形态教育与思想政

治教育密切关联，其中价值观是对于学生影响最大的内

容，高校学风建设在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等方面是

与学生价值观的树立相互协调的，而高校学风与教育内

容相互协调也是高校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 [2]。

因此，高校应充分开发传统文化经典性、代表性教育资

源，最大限度发挥传统文化对于高校学风建设的影响力。

2. 时代性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学风建设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高校在引用传统文化建设学风时应充分

注重其时代性特征，而要凸显其时代性特征，必须遵循

下述三点内容。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相协调。上述

提到校园文化主要包含教育理念、办学宗旨、制度文化、

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层面，而传统优秀文化必须与这

一系列内容相互协调。在校园文化的渲染下，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更具影响力，不仅创新了育人模式，丰富了教

育内容，还极大拓展了学风建设空间，优化学风建设氛

围，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道德品质、

审美意识、思维能力、专业素质等逐步提升 [3]。

第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相结合。红

色文化一直以来是高校学风建设的重点内容，其中包括

无数伟人的英勇事迹，包括有优秀的精神品质，如艰苦

奋斗、自强不息、无私奉献、争先创优等等，这些内容

可以辅助学生树立正确三观，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红

色文化即革命文化、革命精神，是吾辈始终需要坚持与

践行的品质。在红色文化建设基础上，融入中华传统文

化，可以使红色文化更具影响力，进而在红色文化的衬

托下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学生的教育力度，在二者相

互结合中为高校学风建设夯实基础。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文化思潮相互协

调。在高校学风建设中，教师与学生都是参与者，而在

新时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学生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改变。

时代不断在进步，传统优秀文化要想在新时代继续发挥

其引导功能，辅助高校实现育人目标，改进是必然趋势
[4]。因此高校教师与学生应尝试将传统优秀文化与时代文

化思潮相互结合，融入新时代元素创新传统文化，确保

在改善与优化之后可以充分融入高校学风建设，同时最

大限度发挥其自身的育人作用，确保学生积极响应并充

分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加强高校学风建设效度。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学风建设实施路径

1. 校风维度视域下，加强设计，追求文化自强

校风是学风风貌的综合体现，从这一维度建设学风，

必须提高校内管理效率，落实各项管理工作，以文化为

中心，将其视为治校之本，力求在校风视域下实现文化

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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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高校必须重视内在精神，即高校自发展一来

的精神文化总和，精神是高校固有的一种文化传承，抑

或者说文化气质，是高校发展的灵魂工程。优秀传统文

化承载着不同阶段的教育理念，并在时代的变迁中演变

为符合新时代校风建设的一种价值导向 [5]。高校精神在

于明德，更在于至善，不同的高校在校园文化的影响下

有各自独有的精神内涵，对于学生具有较高的教育价值。

这一高校精神无疑是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主要载体，更

是发挥传统优秀文化指导价值的内在力量。

第二，必须重视制度文化，大学的制度是促进教学

目的达成与学生管理的关键部分，制度泛指促进高校教

育事业与管理工作有序进行的固有的系统化形式。现阶

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文化自信，强调文化自信对

于高校校风建设的重要性，基于这一指导理念，国家教

育部门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指导纲要与意见，这些都

是高校校风建设需要参考的内容，为高校教育事业的发

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三，遵循人文性管理模式。以人为本是高校校风

建设的主要理念，管理工作既包括对于学生生活中的管

理，也包括学习方面的管理，学生作为主要受管理群体，

必须将其置于管理主动地位，不可致其陷入被动，降低

管理效率。以人为本是我国传统管理模式，如唐太宗李

世民曾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人为镜，可以知得

失”等，足以证明人在管理中的重要性。现阶段国家教

育部门的政策也在倡导管理者应做到以人为本，实施人

文性管理。

2. 教风维度视域下，坚定信仰，追求文化自信

教风主要是指教学风气，包括教师的职业素养、专

业知识、思想作风、伦理道德等等，教师占据教风建设

的首位，而教风直接影响着学风，因为高校本就是一个

教育场所。故此教风维度视域下，教师必须做到下述三

点：

第一，教师在教学与管理中必须有坚定的文化立场
[6]。现阶段，受时代发展影响，虚无主义、西方宪政、新

自由主义等占据高校学生思想，影响着学生的价值观。

高校教师作为教育的督导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三观，促进学生在接受教育期间形成良好的思

想意识。这就需要教师将传统优秀文化融入教风建设，

如贯穿于教学工作、科研项目等等，实现全程育人目标。

第二，教师必须具备强烈的文化意识。当前，高校

教师的教学职责不仅仅是传输给学生理论知识，更多的

是在教学中落实学生的德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等。

因此教师在教学期间，必须养成问题反思的习惯与善于

挖掘问题的能力，教师与学生日常相处中养成善于观察

问题的习惯，以此来强化自身的年文化意识。一方面，

教师需要做到完善教学目标，优化自身育人工作，恪守

学术道德，在教学中不断反思自己的问题，并在实践中

进一步改正，时刻以提升自身的教学素养为主，只有严

于律己，才能严谨教学；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应尝试

融入学生群体，与学生加大互动力度，在互动中观察学

生是否存在哪一方面的问题并及时引导纠正，直至解决

问题，循序渐进地实现高校教风育人目标。

第三，教师必须具备高度的文化责任感。文化责任

感具体来说，就是教师在实践教学中做好公开课、专业

课、选修课等内容的设计安排，在兼顾学科教学时还应

做到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在课程教学中教师一方面要

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贯穿于课堂，确保这一文化与教

学发生化学反应，最大限度发挥其引导功能，加强学生

的文化认同感，在认同中辅助学生将这些文化践行在实

际生活中，逐步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与道德品质、文化

修养；另一方面，在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时，教师要有

文化自觉意识，基于高校教风建设视域，教师至少承担

六种责任：文化传承与保护责任、文化创新责任、文化

教育责任、文化安全责任、文化服务责任、对外文化交

流责任。

3. 学生维度视域下，主动作为，追求文化自觉

学生维度视域下，学生是建设主体，故此应肩负学

风建设使命，树立文化自觉意识，主动作为，积极投入

高校学风建设中，发挥主体力量。如何有效将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学风建设，学生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学生必须强化自身素养，规范自己的言行举

止，科学管理自身。在自我管理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如格物致知、克己内省、以道制欲等等，引入这些

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传统文化内涵，在传统文化渲染中促

进学生对于自己做出清晰的定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科学利用传统文化，将其融入自己的学习，提升学习意

识，主动探索重难点知识，由被动学习转换为主动学习。

以优秀传统文化约束自己，逐步养成主动学习意识，并

积极参与学风建设，形成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自我评

价能力、自我教育能力等等。

第二，加强传统文化载体建设。学生在接受教育中，

应学会汲取知识，将其内化在尝试外输，在这一过程中，

学生的自我陶冶能力与自主管理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

如高校可以组织党团活动，加大文化传承载体，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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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织学生诵读经典书籍，经典古诗词；组织读书交流

会；定期开展道德讲堂等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在活

动中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践行优秀道德品质
[7]。同时，活动还需要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文化教育、

三观教育、品质教育等等。

第三，学生应在学风建设中强化典型示范。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倡导人与人之间应见贤思齐，《论语》曰“择

其善者而从之”；《孙子兵法》曰“上下同欲者胜。”这

些思想延伸出了现阶段思想政治强调的看齐意识，学生

在学风建设中，应合理运用传统文化中的看齐意识。作

为党员、学生干部必须做好模范带头，以点概面，以个

人带动集体，在发挥集体的力量感召个人，创建比较、

学习、赶超、突破的学习环境，潜移默化地构建积极向

上的班级学习氛围，为学风建设夯实基础。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三维视域下，高校学生建设需要从校风

建设、教风建设、学生建设三个维度深入研究，确保将

传统文化与校内工作有机结合，在高校教学管理中发挥

传统文化教育价值。实践证明，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学风

建设具有可行性，本文主要立足于校风、教风、学生三

个维度展开了论述，希望对于高校学风建设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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