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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刘  纯 

（湖南省娄底市教师进修学校  湖南省娄底市  417000） 

 
摘要：校园文化建设主要是凸显学习的办学理念，展现学校的价值观以

及价值取向。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

断的坚持与创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

一发展。因此，学校需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的融合，

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校园文化建设，这需要师生共同努力才能够

实现。文章主要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校园的理论与实践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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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是学校通过各种文化活动以及教师的言传身教，促
使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思想，并将这种思想贯彻在自身的语言和
行为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校园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对
于校园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赋予校园文化灵魂，从而
推动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1.作为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的基础 
校园物质文化建设是指校园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校园整体

建设状况对于师生教学活动的开展具有直接影响，校园是学生学
习的主要场所，也是教师教学活动开展的重要地点，因此需要重
视基础设施的建设[1]。在校园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需要谨慎小
心，考虑每一个细节，首先是对校园文化的影响，学生是基础设
施建设的重要使用者，要想实现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就需要引
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因此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过程中需
要考虑到 aa 学生的发展，在和谐的校园环境中形成积极向上的
思想观念，可以将学生喜欢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贴在教师的走
廊上，可以通过海报、校园报宣传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2]。 

2.作为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基础 
精神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主要是针对师生

的价值观、价值取向展开相应的教育活动，从而规范师生的道德
标准与行为准则。通过良好的精神文化能够推动校园文化的发
展，也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发展[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让学生
体会到人生的真谛，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因此在精神文化
建设中需要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提高师生的凝聚力与荣
誉感，指导学生如何学会做人以及如何做学问。在校园管理过程
中，需要知人善用，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体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教师在校园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策略 
1.完善教学制度 
为了确保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效果，需要紧跟时

代发展的步伐，在教育活动中重视实践活动效果，建立科学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质量评价系统，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校园文化建设的可操作性与落实性，从而针对性的进行教学计划
安排，同时也能够让学生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目标，因
此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效
果以及教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效果这两方面的内容[4]。
对于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效果评价，主要是通过以下几
方面来评价的：课堂学习效果与态度、课堂作业的完成状况与态
度、校园各项文化活动的参与状态与态度、课外活动的参与状况
与态度以及自我评价等。对于教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效果
评价，需要结合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包括了教师在相
应阶段课程的教学质量以及不同阶段课程教学目标的完成情况，
通常包括学科课堂教学、学生的学习状况以及影响教学质量的相
关因素。 

2.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内容 
学校需要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课程，并结合现代的时

政形式以及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突出中
华民族的独特文化，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匹配，才能够利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的道德观念需要

与时代精神相匹配，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连接，在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同时，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共同进步，
从而符合社会发展形势的要求[5]。例如在教学活动中不应该采取
强制的方法将知识灌输给学生，而是通过循循善诱让学生知道什
么是应该做的，而什么又是不应该做的，消除学生对教育片面的
认知，深入到教育的深层内涵。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引导学生，减
少片面认识对学生的误导，摆脱各种诱惑对人的影响，才能达到
“润物无声”的境界。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强调人与人交往之间需要
相互理解和包容，从而构建和谐的环境。仁爱思想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了自爱、爱人和互爱，从而达到良
性的人际交往环境。在校园教学活动中，需要创建和谐的校园氛
围，提醒学生相互学习、相互友善，并结合校园的实际发展状况，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修养，从而形成互
帮互助的师生与同学关系。 

3.增加民族性文化活动 
校园建设过程中需要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并带领学生感受我国民族文化的风采与内涵。以节假日为例，可
以增加关于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活动。现代社会流行过洋节，例
如圣诞节学生之间会互送苹果。而学生追求新鲜事物，逐渐淡忘
传统节日，对传统节日的认识越来越少，因此可以在校园内开展
各种有关传统节日的文化活动，充分挖掘、中秋节、端午节、清
明节等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重视重阳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的
德育内涵，在校园内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通过穿汉服、
举行成人礼等活动，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绪，从而
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4.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需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学生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教师需要牢记学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播者，简单的知识灌输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
扬，因此在教育过程中需要重视学生的自我思考，例如在学习爱
国主义知识时，可以通过历史中出现的爱国事迹展开教学活动。
例如辛弃疾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兴亡而奋斗，并且将自己对民族命
运的关怀寄寓在自己的词作之中，突出了对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
精神。 

结束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相融合，能够推动师生形

成正确的价值观，有助于推动校园建设的进步，因此需要重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活动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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