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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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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当前教育力度不断加大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注重“以德树人”思想理念，而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有着独特的思想

性与文化性，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极大的推进作用，因此，本文结合当下实际，首先对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基本概

述，其次，对两者融合发展的必要性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发展具体措施，从而进一步提升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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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能够提升高校学生自身道德修养，还能

够改善总体知识结构与文化素质，进一步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价值

观、世界观、人生观，同时还能够发扬民族精神文化，使得学生整

体思想境界与道德品质得到提升，因此，如何有效将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当中，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概述
1.1 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当中，沉淀出了精致的精神文化，

其中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主要以道家、儒家、墨

家、法家等多个体系为主，对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规范与行

为特征等进行阐述，其中有着很多优质思想观念，例如“行知合一”

的处世哲学、“兼爱、非攻”的和谐追求、“仁爱”“忠恕”的思想道

德等。对于传递民族精神与正能量都有着重要作用，也是我国文化

实力的具体体现，能够对群众进行正确思想指导，使其充分吸取当

中的思想内涵 [1]。

1.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涵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主导、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从而对高校学生进行有组织、有目的地进

行思想引导，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具有政治性、时代性等具体特点，能够将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

相互结合，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意识形态教育

以学生为主体，贴近生活实际，既能瞄准现实问题，还嫩巩固

贯穿学生远大理想。

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进行全面贯彻，帮助学生完善自身人格，

提升学生总体思想道德水平与政治信念。

2 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必要性
2.1 有利于培养高校学生道德品质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当中，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但其中所蕴含

的思想内容却是随着时代变化的，德这个字，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文化当中始终保持着重要地位，在当今时代，进一步发展为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学生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道德、

树道德、重道德。学生作为当前社会主要群体，也是社会主义接班人，

其道德品质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整体社会素质 [2]。

2.2 有利于培养高校学生优良爱国情怀

传统文化在当前时代，仍然闪烁着及其耀眼的光芒，当前我国

民族精神主要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在现实生活当中，爱国主义

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思想状态，爱社会与爱祖国都是当前中华民族的

价值追求，对学生加以传统文化影响，能够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于民

族的自尊心与自豪感，加强其爱国情怀。

3 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具体措施
3.1 立足丰富社会生活实践

社会实践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通过增强传统文化引导与社

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勇于走出校门、迈进社会，进一步了解社会实情，

让实践活动与理论知识相互结合，使得传统文化能够在实际生活当

中得到发扬，增强当代高校学生民族自信心与爱国精神，帮助其及

时进行观念更新，增强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 , 优秀的传统文化，不

仅能够强化学生精神力量，还能够丰富其精神世界，促进学生进一

步全面发展。一方面体现在学生健康素质与科学文化提升上，另一

方面表现在其思想道德品质上。在传统文化当中，“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思想

文化，是丰富当代学生思想境界的重要方式，能够帮助其形成积极

健康思想理念 [3]。

3.2 注重传统文化宣传

在当前校园文化建设当中，应当对传统文化教育宣传加大力度，

习主席曾经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曾将讲到过：“古人说‘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国无德不行，人无德不立。”

校园文明建设，也是当前社会主义精神在高校当中的具体表现，同

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普及手段。在过去的校园文化当中，

对于优秀传统文化总是加以忽略，使得校园当中功利化、娱乐化、

物质化分为比较严重，甚至衍生出了“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

无主义”等错误观念，因此，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发生，应当利用社团、

广播这些校园组织，对传统文化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高校学生

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使其能够对错误思想观念自行过滤，提升自

身思想道德品质。

3.3 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价值

在日常教学当中，应当将传统文化价值进行深入挖掘，进一步

改善总体课堂设置，将课堂教学效果加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更应

当对教学方式进行研究，在传统教学理念基础上进行创新改变，将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进行有效融合，将教学实

效性与娱乐性得到提升，从而对学生进行更好的针对性教育，重视

思想政治教育为学生带来的思想品质提升与教学促进作用，传统文

化中包含着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艰苦奋斗等具体内容，无论在什

么地点，什么时间，爱国主义都能对中国人民提供最大程度的激励，

同时也是各族人民团结向上、风雨同舟的具体价值体现，进一步对

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弘扬，通过辩论赛、读书分享会、学术交流会等

方式增强传统文化吸引力，进一步提升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程

度 [4]。

结论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当中丰富的精神内

涵值得学生进行深入挖掘，将传统文化在高校校园当中进一步宣传，

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点所在，因此，要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

优秀传统进行有效融合，进而丰富高校学生精神境界，重视传统文

化带来的力量支撑与精神滋养，增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及教育具体

针对性与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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