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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作为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更需要把握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特

点，在教学过程中渗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实现传统文化教育。本文在分析传统文化基本内涵与

特点的基础上，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体现和实现路径进行分析，以期

更好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一个高效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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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 position for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grasp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penetrat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better realize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value embodiment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order to better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build an effici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lass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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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发展与建设的主力军，大

学生传统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我

国未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建设和发

展方向。而高校思政课是高校传播思想、

帮助学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基地，在思

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

容，能够更好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思政资

源，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

观，促使学生养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还能更好继承

和发扬传统文化，使高校思政教育工作

取得一定成效。 

1 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1.1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上千年的历

史发展和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

能够反映民族风俗人情、特质风貌的一

种民族文化，是民族发展历程中多种观 

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尽可能针对

每一堂课的“问题学生”进行交流，

了解学生的感受和出现上课开小差的

原因，鼓励学生要积极配合教学工作，

加强对自我的约束和管理，完成既定

的教学任务。 

5 结束语 

本着“停课不停学”的思想，各地

高校都有序的开展了一个学期的在线教

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和教师的

转型，也为学生学习提供了多样化的平

台。教师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转变教

学观念，不断提升教师信息化水平，才

能更好地应对不同形势下教学任务的顺

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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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形态、思想文化的总体表现。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主要是指被中华民族祖先创

造、由后代子孙不断继承和发展，且博

大精深、历史悠久、具有鲜明民族特色

的一种文化总体表征。作为一种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指的是“文化”，其

更多的强调“传统”与“文化”的有机

结合。 

1.2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1.2.1具有发展创新线和顽强的生

命力 

纵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发展历程，

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传承和发展时间

长且从未中断的文化系统。它既不像印

度、巴比伦、埃及等文化那样没有得到

较好的后续发展，也不像古罗马、古希

腊等文化那样逐渐走向荒芜。 

自步入文明社会开始，中华民族历

经时代更迭，仍代代相传传统文化，且

经久不衰，进一步表现出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具有较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和顽强的

生命力，彰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

魅力。在漫长而曲折的历史长河中，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经历无数个学习和丰

富、继承和发展后，能够依据时代发展

特色和需求，及时调整传承方式和传承

内容，从而更好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丰富和发展。就是在这一个个连续不断、

周而复始的接力运动中，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充实、丰富和创新。 

1.2.2具有较强的凝聚性和融合性 

传统中国社会中，存在多种派系，

主要包括儒、道、佛等等，导致中国传

统文化存在一定的多元性，且具备包容

八方智慧、集合百川优势的显著特征。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渊博，在历史的发

展和进步过程中，衍生出多种具有不同

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民族，为方便组

织和管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较

大规模的民族文化融合。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国

文化历经艰辛，通过多次地域文化、民

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发展，逐渐形成以中

原文化（汉民族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发展模式，并与其他地域文化和

少数民族文化有机融合，打造出多样性

与统一性相结合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态

势。 

1.2.3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传统文化体现的是不同民族或国家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不同的

思想精髓和民族内质。就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而言，其具有较为鲜明的民族性，

无不彰显着古老中华民族的特色与睿

智。曾有学者说过，具有全球性、世界

性的东西普遍具有民族性。纵观各个国

家和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历程就可以看

出，传统文化确实不是一成不变，是在

各个国家相互交流、沟通的过程中，互

相学习、借鉴和吸收，从而使自身传统

文化更加多元、丰富。中国传统文化就

是在漫长的历史交往中，以博大的胸怀

接纳和融合外来文化、各民族文化，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实现自我的丰

富和完善。随着全球化经济的不断发展，

世界各国和各民族文化也开始实现交融

交互式发展。 

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2.1促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更加丰富 

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优秀

文化精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

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有效激发学

生的爱国情怀，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个人

与集体、社会、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

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帮助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有助于学生探

寻新时代发展的思想道德价值信仰，为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供一定的借鉴。 

2.2促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更加丰富 

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以孔

子为代表的教育理念、思想、方法，如

孔子以身作则的教育理念、因材施教的

教育思想、以情动人的教育方法等。在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融入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可以使大学生思政教育方

法更加多元化，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

育的效果。 

3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

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 

3.1提高高校思政教师的文化素养

和水平 

高校思想政治教师应该深刻意识

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努力提高自身优秀

传统文化素质和水平，丰富自身的知识

储备，培养自身文化情操，不断提高自

己的个人魅力，并要与时俱进，及时更

新自身教育理念，端正自身教学态度，

创新和改进教学方法、手段和形式，不

断丰富和充实自身传统文化知识储备，

努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水平，为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融合提供可能。高校应该给予提高高校

思政教师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力和水

平充分的重视，定期组织高校思政教师

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培训，引导思政教师

有意识的学习书法、文学、艺术等方面

的知识，不断提高高校思政教师的思政

教育技能。 

3.2利用传统优秀文化优化高校思

政课堂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

每位高校师生教师长期的坚持，循序渐

进地在高校思想政治课堂中引入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不断丰富和充实大学生思

想政治课堂教学内容。高校可以在大学

生思想政治课堂教学过程中合理添加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可以选择在一些

符合大学生学习心理需求、跟得上时代

发展趋势的教材中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例如，《百家讲坛解读传统文化》等，

可以有效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学生课

堂参与度，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探究能

力，从而进一步提高高校思想政治课堂

教学效率和质量。 

3.3合理增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专

业课程 

就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

现状来看，主要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四个专业课

程，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课程

内容较少。高校要想高效融合大学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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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

增设一些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关的专

业课程（如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教育、弟

子规等）供学生自由选择，采用大学学

分制对学生课程学习效果进行考核，可

以有效扩展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面，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信仰和价

值观。 

3.4构建四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

体制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需要社会、学校、

教师以及学生本身的共同努力。在社会

层面上，相关部门要给予对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宣传和教育充分的重视，开展更

多有关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推广活动；

而社交媒体等应该借助网络技术加强对

学生文化价值导向的引导，为大学生学

习传统文化、培养社会责任感营造一个

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在学校层面上，

学校应该不断加强自身优秀传统文化传

播硬件建设，充分利用学校本身所具有

的网络环境资源优势，通过组织开展校

园文化活动、板报设计等方式，加强学

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学习。

在家庭层面上，家长应该为学生提供更

多接触传统文化的机会，鼓励学生学习

优秀传统文化，并努力提高自身道德修

养（勤俭节约、礼貌待人、孝顺等），在

潜移默化中对学生的行为造成影响。在

大学生自身层面，大学生应该在日常生

活中多加关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关

的内容，加深自身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理解，有意识的培养自身的民族荣誉

感和爱国精神，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

德意识。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基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背景下新的发展

思路和机遇。高校应该加强自身传统文

化建设，促进思政教育吸收传统文化中

的文化精髓，在实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更高效的同时，更好传播和弘

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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