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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兴盛则国运昌盛，文化强大则民族强盛。历经数千年漫长历史进程所衍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其蕴含着极为丰富且深邃的内涵与价值体系，乃是我们中国人的自豪所在。崭新时代背景之下，以何

种有效方式把历史悠久、内涵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巧妙地嵌入高等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之

中，以发挥其当代价值，已成为各大高校面临的全新时代课题。本文深入探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涵盖二者的内涵、特点，着重分析其关系及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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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prosperous culture is a prosperous country，and a strong culture is a prosperous 

nation.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erived from thousands of years of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contains extremely rich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 and value system，which is the pride 

of our Chinese people.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how to effectively embed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of college students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contemporary 

value has become a new era issue faced by maj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Chines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cover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and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ir relationship and value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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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乃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根基、

文化自信的积淀，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托之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其蕴含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乃是我们中国人思想与精神的核心所

在，同时对解决人类问题也具有重要价值
[1]
。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于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包含诸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

出特性”，同时鲜明地提出“文化主体性”这一重大论断，并

指出“文化自信源于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要坚定文化自信，

巩固文化主体性，就需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的文化源自何处、

当前处于何种方位以及未来将走向何方。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多年，历经不同社会形态、

朝代兴衰及文化融合。始于先秦学派，经两汉儒家经典、魏

晋玄学、隋唐佛教及儒释道结合，至宋明学术思想繁盛阶段。

其中，“仁” 所倡导的人际规范利于封建等级秩序稳固，“礼” 

所强调的礼仪制度契合封建统治礼仪需求等，进而在古代社

会的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古代社会

的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发展走向与价值塑造。 

在历史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纳儒、释、道等思

想，融合多民族精神特质，在与外来文化交流中汲取有益启

迪。多元文化交融互通推动其繁荣发展。其“与时俱进、随

物而变”的特性，使其能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增添新内涵、

丰富表达形式，与时代同步前行，保持旺盛生命力与活力。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 

1、本土性 

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具备显著的本土性特征，它是在

相对与世隔绝的生态环境以及以农业为主导的自然经济条件

下孕育而生。并以汉族为主、集各民族人才。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特定环境中形成，与世界文化有差异，其本土性与民

族特色体现于多个领域，扎根于民族思想观念等。 

2、多样性 

中华文化浩瀚深邃、丰富多元且覆盖领域极为宽广，其

从哲学、文学、艺术、礼仪、音乐等诸多方面充分展现出其

多元性。春秋时期铸就了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战国时期众

多思想家纷纷提出各自的见解与主张，成为后世思想文化的

重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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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容性 

中华文化有强大包容力，汲取众长、融合外来文化，兼

容不同文化成果。其包容性体现于接纳吸收与融合创新，促

使优秀传统文化获新活力，也使中华文化塑造独特风貌。 

4、连续性 

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传承发展，构建独特传承体系。其

连续性彰显顽强生命力，得以绵延传承。从夏商周青铜器文

化到近现代文化革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伴随中华民族

发展进程，不断传承创新。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及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重在塑造学生的价值观，这

一点必须牢牢抓住。强调思政课的价值性，不是要忽视知识

性，而是要通过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加强价值观教育。知

识是载体，价值是目的，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

只有空洞的价值观说教，没有科学的知识作支撑，价值观教

育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2] 

（一）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随着时间的发展，

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在这一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不断发

展，才可以适应时代的步伐。[3]在学者陈万柏与张耀灿所著

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将思想政治教育概括为社会或

社会群体用一定的道德规范、思想观点以及政治观点来对成

员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并促使其自主地接

受这种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
[4] 

（二）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

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5]在当今的互联

网时代背景下，高校普遍运用教育数字化的模式进行教学，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教育数字化凭借其技术

优势能够有效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创新教学模式、满足不同

受众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故而成为适应并满足教育多元化复

杂需求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成果。 

1、政治性强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明显的政治性规定大学生坚定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拥护党的领导，遵循国家的法律规范，

踊跃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大学生的政治素养与道

德品质方面的培育因此显现 

2、时代性强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追随时代前进的脚步，高

度重视反映时代精神与时代需求。处于当今互联网时代，思

想政治教育在教育数字化方面愈发凸显，展现出极为显著的

时代特性。 

3、实践性强 

实践环节是高校大学生思政教育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其着力突出借助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形式来培育大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这使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提升大学生

的综合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方面具备优势。 

4、综合性强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涉及众多领域和层面，涵盖政

治理论、思想道德、法治教育等方面。该教育要求大学生具

备完备的知识和能力体系，以便能够综合地运用所学去解决

实际问题。 

5、平台智能化 

在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挑战与新

机遇。智能化平台凭借其便捷性、高效性与互动性，成为思

政教育创新的重要工具。当前，高校普遍采用的思政教育智

能化平台包括在线学习系统（如学习通、雨课堂等）、社交媒

体平台（如微信公众号、微博等）以及专门的思政 APP 等。

这些平台通过图文、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极大地丰富了

学生的思政学习体验。 

6、信息泛在化 

伴随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泛在化已成为现代社会

的重要特征之一，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深刻影

响。这些特性使得信息成为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也对高

校思政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信息泛在化对高校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产生的深远影响，既带来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和灵活

的教育方式，也对学生的自主性和个性化学习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内在联系 

1、价值理念契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理

念上有内在联系。思政教育以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提升大学

生思想道德素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仁爱等道德观念及

教化作用，传承其思想精髓和道德观念可 “以文化人”，这

些观念与高校思政教育价值理念契合，有助于培养大学生道

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 

2、理论内容相同 

传统文化蕴涵丰硕的教育资源，其内容涉及家国情怀、

社会秩序和公德、个人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等。思政教育的

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涉及理想信念教育、真善美诚信教

育等，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理论内容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反映。[6] 

3、教育目标耦合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目标上

不谋而合。双方都致力于培养道德高尚、品质优良、具有强

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这一举措对于新时代背景下培养具备

良好思想道德素质、深厚文化底蕴以及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优

秀人才而言，无疑能够构筑起坚实且强有力的支撑架构，从

而推动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的关键使命上实现更高质量的达

成，助力新时代青年学子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

材。 

4、逻辑源头一致 

两者逻辑源头一致。思政教育培养大学生三观，引导道

德方向和行为习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道德修养等观念。

二者思想内涵契合，在逻辑源头上具有一致性。 

5、教育方法互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方

法上相得益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言传身教、通过实践

培养道德品质，可与高校思政教育的课堂教学、社会实践等

方式结合，优势互补，提高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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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

教育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1、课程内容的融合 

在此体系架构内，有机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

容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与价值。具体而言，可通过增设诸如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探究、古代哲学思想精讲等专门课程，从

理论教学层面加深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深度；同时，积

极开展与之密切相关的知识竞赛活动以及主题演讲赛事等实

践活动，从实践应用维度激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

同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价值观念融入思想

政治理论课程，提升课程针对性与实效性。 

2、校园文化的建设 

高等院校可以借助开展多样化的文化活动这一有效途

径，例如组织富有艺术韵味的书法竞赛，举办充满诗意氛围

的诗词朗诵大会，以及筹备洋溢着民俗风情的传统节日庆祝

活动等等。大学生在踊跃参与这些活动的进程中，能够深切

地领略与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与深

厚底蕴，进而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与民族认同

感，为高校文化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社会实践的拓展 

高校可组织大学生参观传统文化遗址、博物馆等并交流

讨论，提升学习效果，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底蕴与魅

力。鼓励大学生参与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活动，如非遗保护传

承，培养实践能力与社会责任感。高校老师可引导学生创新

传播传承传统文化，如以文化与游戏媒介融合、短剧等形式

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

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

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坚

持唯物史观，正确认识从古代传统社会中积淀形成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将蕴含于其中跨越时空边界、具有永恒魅力的

思想精髓挖掘出来，在延续文化根脉中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对于国家发展、社会建设、个人提升、世界文化交流

的重要时代价值。 

（一）文化传承与弘扬的载体价值 

1、传承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命脉，蕴含丰富民族

精神与价值理念。当代大学生积极开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研习与认知活动，能够以深度探究的方式熟悉中华民族在

漫长历史演进进程中所沉淀的丰富文化脉络与传统根基。在

此基础上，大学生群体内心深处的民族自豪感将得以显著强

化，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亦会得到有力提升。 

2、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密切联

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仁爱、礼义、诚信、忠孝等道德

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等价值观念相互契合，能够为大学生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与

行为规范。 

3、促进文化创新与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备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经由与

现代文化的融合及创新，能够不断绽放新的生机与活力。高

校可以激励大学生在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

上，展开文化创新与实践探索，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

献智慧和力量。 

（二）思想引领与道德塑造的教育价值 

1、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倡导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理念，

积极弘扬仁爱、礼义、诚信等道德观念。大学生通过深入研

究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以更为深邃的视角洞察人与

自然的交互逻辑以及人与社会的内在联系，从而培育正确的

生态理念、塑造良好的社会认知并确立积极的人生导向。与

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能够为大学生提供

准确的价值导向与行为准则，助力他们形成积极进取的生活

态度与价值追求。 

2、提升道德品质和综合素养 

在当代教育语境下，大学生积极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学习，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此过程对于个体道德

品质的塑造以及综合素养的提升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诸如仁爱思想等丰富的道德观念体

系，这些观念能够在大学生的思想构建过程中发挥核心引导

作用，助力其精准锚定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构建起完善的

行为规范准则体系，进而有效培育高尚的道德品质，并激发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进一步激发其创新思维与创造能力，

使其在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等多领域展现出更强的竞争力与

适应性，为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 

3、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与文化根基所

在，通过学习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更加深入地了

解自己的民族与文化传统，从而更加坚定地认同并热爱自己

的民族与文化。这种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能够激发大学生

的爱国热忱与奋斗精神，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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