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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教育之路径研究
王家慧　朱昱蓉　邹文文

宿迁学院法政学院，江苏　宿迁　223800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众多先贤们智慧的结晶，在中华文化中也占据着主体地位，渗透在每一个炎

黄子孙的血液中，同时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优秀传统文化在时代的不断发展中焕发了新的活力，高校大学生是活

力的主体，因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代高校大学生

是主力军，不仅要学会创新实践，也要学习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过去与未来相结合，为新时代迸发光彩作出铺垫。

然而，如今在高校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教育当中，

依然存在着或多或少各方面的问题，例如大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不高、教师队伍的不足以及教育方式等方面的问题。这些

问题对应着许许多多的原因。面对这些问题，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教育中的路径研究，分析问题的来源，找

出问题的根源所在，并研究其路径与对策，从而有利于富有

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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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指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

基。”大学生是推动我国社会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中坚力

量，如何弘扬和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在

这种环境下，高校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

需要让大学生明确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想教育建设的重要
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高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

养进一步的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

我们应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高校大学生的教育当中去，

潜移默化影响大学生，这项任务艰巨而又意义深远。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有着得天独厚的发

展环境，自身历史悠久的自然条件、 地理位置、生产活动、

政治构建、意识形态和生活习俗，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不断

累积，形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系。［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直接影响了后辈思想意识的完善、伦理道德水平的提升，指

导了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推进大学生优秀传统文

化思想教育的建设，有利于丰富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知识、激

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

此，高校思想教育建设应坚持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我们今

天维持伦理秩序、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的弘扬，为大学生的学习

提供了良好优秀的环境氛围。高校文化是物质文化、精神文

化等众多方面的融合和发展，高校是各类知识的传播、融合

与创新的平台，因此应当重视思想教育建设，传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培养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弘扬了时代主旋律，体现了大环境下的时代特征，创造

出一种有利于大学生学习的环境氛围，这也为大学生的学习

和生活提供了有效的进步思维以及思想准备工作。同时，大

学生也是发扬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中坚力量，他们代表了

国家对于传统文化发展的态度，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的有效性以及中华未来文明的方向。因此，要推进高校优

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教育方面的建设，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发展质量，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埋入每个大学生的

心田，培养富有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高校培育富有文化自信的

大学生。面对文化教育的现状，在高校文化教育继续深入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刻不容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高

校不仅要借鉴和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成果，还要根据实际情况

不断创新。在教育方式上，需要着重加强传统文化课程的建

设，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以及课外思想教育活动的辅助作

用；要提升教师的文化修养，发挥教师的模范引导作用；营造

传统文化氛围，发挥校园文化的熏染陶冶作用；加强在校大学

生的社会实践，发挥地域文化资源的教育作用。通过这些做

法，在高校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二、当代大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一）大学生在高校学习中容易忽略传统文化通识课程的

重要性

虽然大部分高校已经开设了有关传统文化的课程，但基

本是以线上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大部分大学生表示这样的课

程学习对他们吸引力不大，认为不是为了完成学分任务的话，

基本不会主动去选择这些课程，还有些学生虽然选择了相关

课程，但多数情况下是通过盲目刷课完成任务式得进行，而

不是被课程本身所吸引。

（二）老师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内涵理解不深，教师团队的

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教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整体并不是特别高，没有

办法让他们领悟到课本中蕴含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从而造

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利于大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近些年，

众多教师会存有一些偏见认为现代化即西化，在教学过程中

也发表了一些关于西方文化先进的言论，间接造成了学生思

想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转变。

［1］张亚男 . 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以驻青高校为例［J］. 硕士学位论文 . 青岛科技大学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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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课程教学方法单一

大多教师传统的教学方式不能激发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兴趣，这往往造成学生往往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其实

许多学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教育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千篇一律的课程设计与教学，使这些科目成了堆积重要知识

点的摆设。

三、对于当代大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存
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学习缺乏主动性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最重要的一

点就是自身约束力的动摇。当代大学生所面对的诱惑比以往

都多得多。面对形形色色的人物与这些新科技电子产品，他

们往往沉迷于理想与现实的虚幻世界无法自拔，而忘记了

实实在在的书本与知识，更是离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越来越

远，因此他们越来越放纵自己，逐渐迷失在虚拟网络。或许

他们认为搜索的知识来得更快、更准确，游戏比书本更有趣、

让人愉悦，渐渐地，他们放纵了自己，不再约束自身最初的

本心。

（二）对于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问题，以前高校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相关教育人才的培养不够重视，导致教

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得不到提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得越来越

好，教师的工资水平待遇也越来越高，有一部分教师安于现

状，不再追求业绩与能力的提升，对学生的教育也就逐渐循

规蹈矩，不愿意改变创新；另一部分教师过于追求业绩，过

多的重视自身的提高，花在课题、论文与升职上的努力与实

践远远超过了教师本身这个职业的辛勤教育，导致他们的教

育重心偏移，这些问题都逐渐造成了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较低

的结果。

（三）古往今来，中国的教育模式基本上是比较单一、传

统的。一方面是因为，根据以往传统的经验，教师过多地重

视书本中的考点而不重视书本内蕴含的文化，很多教师并没

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他们津津有味地强调着考试的要点，却

忽略了教育文化的精髓，对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一笔带过，慢

慢的就导致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另一

方面，学生本身面临数不尽的考点，一味地背、记，被迫忽

略了文字之间蕴藏的文化美，思想与灵魂得不到更远大的开

拓与发展，也就不能对优秀传统文化有更多地了解与想法。

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传统教育方式的给予与吸收固然十

分重要，但创新发展与更新换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上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步。教育方法受中国传统的教

育方式影响颇深，这种趋势依然不断增长，逐渐造成了教育

方法单一的结果。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对策
研究

（一）培养当代大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

主动性。

1. 开展思想教育活动、主题班会、课外实践等活动，从
而提高学习的主动性。例如组织参观博物馆，近距离接触古

人们创造的智慧的结晶，学生们在感叹的同时，也可以增强

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

2. 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要
主体，老师只是在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起到一

个辅助作用，如果我们以教师为中心，那么学生在这个学习

中就会处于被动状态，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

是当学生感觉到自己是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后，他们的学

习主动性就会被激发。

3. 提高学生的责任意识。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动力主要来自责任感，也可以说是对于这些优秀文化的高度

认同感。只有每个同学充分意识到了这种责任，才会尽可能

多得深入学习到优秀传统知识。

（二）加强师资力量的培养

1. 加强教师的思想教育培训。对于高校文化的思想教育
建设，学校应当定期加强老师在这方面的培训，让老师学会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堂，明白在高校中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性，或者可以聘请一些在这方面有一定建树的专

家为教师们开展培训，定期进行讲座宣传，加深其对文化的

理解，形成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有利于教师在课

堂中对学生的文化熏陶。

2. 学校积极推进优秀教师团队。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教师需要将学生培养成为新时代的人才，如果教育工作者自

身应当有过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储备，才能更好地

来教授学生。所以将教育工作者的自身提高是前提。

3. 加强统筹协调和考核评价制度。教师在学期末需要进
行考核制度，一方面吗，可以通过多方面来检测教师将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课堂的实践水平；另一方面，教师也可以检查

到自己可以改进的方面，从而自身得到更好的提升。

（三）创新传统的教学方式，将教学方式丰富化。

1. 利用当地特有的文化资源组织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
出真知。“绝知此事要躬行”。加强社会实践，积极发挥地域

文化资源的教育作用，不拘泥于课堂教育，让学生进一步了

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

2. 对照实验教学。让两组同学查找问题的答案，进行比
较教学，既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创新并丰富了教学方式。

五、结束语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推进国家建设的有力

力量，所以学校在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的同时，也应该加强

对人文素质的培养，成就全面人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

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李博豪 . 孟秋莉 . 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
下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探析［J］ . 中国成人教育 .2015 年

［2］汤正友 . 徐金宏 . 陈峰 . 浅谈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视角下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J］ . 江西电力技术学院学
报 .2018 年

［3］张亚男 . 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现状及对策

研究——以驻青高校为例 ［D］. 硕士学位论文 . 2016 年
［4］ 邓浩迪 . 冯君颢 . 当代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现代交际 .2017 年
［5］ 刘基河 . 程玉霞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

中的融入［J］. 文化哲学 .2018 年
［6］寇建新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应用路径［J］. 黑龙江教育学院晚报 .201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