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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高校思政课中融入传统文化的教学模式探究 
◆满  强  赵望锋 

（滨州学院  山东省滨州市  256600）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发展形成的思想文化、观念形态，

在高校的思政课中，将中国传统的文化融入其中，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教

育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使得大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可以继承
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的结晶。本文主要分析了如何在高校中开展思

想教育工作，将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更好的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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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堂的意义 
1.1 有利于丰富高校思政课堂教学内容 
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上下五千年，在这悠久的历史中，中华文

明由此产生。在我们当前的现代社会中，传统的民族文化仍然具
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在高校中将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与思想政治
教育相结合，有助于丰富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传统
文化中包含了许多的古诗词、礼仪民俗等都可以丰富思政课的教
学内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犹如宝藏一般，蕴含巨大的价值，
给高校的思政课带来了文化的养料，这些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影
响比较大，促进大学生在自身专业能力发展的同时，在思想和素
质方面得到提升。 

1.2 有利于提升高校学生内在素养 
目前，在高校的大学生中间，出现较多的问题，对于学生的

价值观以及人生观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可以从中国的
传统文化中找到答案。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
多元，在这种环境中，在大学生的思想环境渐渐发生了变化，一
些年轻人的思想出现了金钱至上、享乐主义思想，对于社会缺乏
责任感，道德素质底下。在这种环境中可以对大学生进行中国的
传统文化的教育，为大学生的学习中提供充分的养分，帮助学生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以此帮助其形成真正有内涵以及有思想的大
学生，提升其自身的道德素养。 

1.3 有利于培养高校学生爱国情怀 
在一些古诗词和古文中有许多关于爱国的文章。比如在司马

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有这样的描写：“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
家之急”，赞扬自己的朋友李陵可以不计个人得失的爱国主义情
怀。再比如春秋时代郑国人子产在改革赋税，遭到人民质疑的时
候说过：“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意思是说为了国家的利益，可
以不顾个人的生死。南宋诗人陆游在诗中说到：“死去元知万事
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表达了诗人对国家统一的愿望和坚定的
信心。很多的中国古代的文章中都表现爱国的文化思想感情，为
了国家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这种爱国精神
绵延千年，成为中华民资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一块，将这种爱国
的思想和情怀在高校的思政课上来学习，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对国
家的热爱，使大学生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可，对于祖国进步崛起的
自豪。 

2、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堂的途径与方法 
2.1 科学合理设计内容 
在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中，通常都是采用的是课堂的形式，

因为这种形式最直接，教育的效果也最好。因此，在进行课堂设
计的时候，将传统的民族文化编排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课中是非
常有必要性的。比如在进行爱国思想政治培训的时候，可以将一
些与爱国有关的视频进行播放，学生进行分组讨论，还可以进行
查找资料，这样的过程可以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对于
这些爱国人士以及他们的事迹可以更加关注，引起深度的思考。
在学生诚信意识的培养中，可以让学生学习古人“言必行，行必
果”的诚信的行为，使学生在道德诚信方面可以有所进步和提升。
在培养学生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些编排的人
物和事迹唤醒学生的进取心，让学生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提升
自己的文化素质的道德品质，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价值，提高思
政课的教学效果。 

2.2 提高高校思政工作者的传统文化素养 
对于教育工作者，更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培养对传统文化

的自觉性，在学生面前可以以身作则，树立好自己老师的形象。
教师应该自己先进行传统文化的学习，这样才能在教学的过程中
更好的将这种民族文化的精髓传播给学生，还要教导学生学习传
统文化中的精髓，摒弃一些糟粕的东西。在教师进行传统文化学
习的时候，需要给教师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和学习的环境，
例如可以组织一些传统文化的研讨会。这样既可以提升教师自身
在传统文化中的素养和能力，还可以在教师给学生讲授课的时
候，更新自己的教学方法，改变自己的教学思路，将传统文化的
内容更多的引入学生的思政课中。在提高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的
时候，要适当的给予教师一些鼓励，无论是精神上的肯定还是物
质上的奖励，都是对教师的一种肯定，会提升他们学习传统文化
的动力。例如在教师学习了传统的文化知识之后，可以对这些教
师进行一定的考核，对于成绩突出的教师一些奖励。 

2.3 结合实践活动，营造传统文化的环境 
第一，可以利用学校广播、宣传板等，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

在当前的信息化社会中，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通过网站的建立
宣传传统文化，学生就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良好的学习传统文
化的氛围。第二，学校可以定期组织一些传统文化的活动，或者
一些传统文化的知识讲座，如征文比赛、演讲比赛、专题讲座等，
借助于这样的形式弘扬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可以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还可以让学生将自己学习到的传统文化进行实践。第三，
我国有很多传统文化节日，这些节日例如春节、中秋等，很多都
有着极大的教育意义，蕴含丰富的传统文化，在这些节日中，可
以引导学生多多了解这些节日的来源，有效提升学生的民族自尊
心和自信心。第四，提升传统文化的校外实践活动，在校园中，
学生或许已经厌倦了这种课堂的教学方式，这时候可以适当开展
一些有意义的课外活动，使学生可以学习到在课堂中学习不到的
知识。比如可以组织学生进入社会进行走访调查活动，让学生可
以进行实地参观、与民间艺人进行交谈，了解这些艺术的来源以
及相应的民族文化。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可

以丰富教学内容，使学生可以更多的了解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
影响学生的思想，使之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
文化最好方式的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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