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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文化育人中的传统文化教育与网络育人逐渐成为高校教育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更

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也是三全育人理念实施的必要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

进步，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一方面注重丰富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分

析了在网络视域下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另一方面依托网络媒介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充分发挥

了各网络平台对传统文化传播的作用。在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中，传统文化教育与网络育人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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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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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and online education in 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content of colleg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t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lso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ree-dimensional educ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times, Hunan Biolog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Polytechnic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On the one hand, it focuses on enriching the cont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and analyzes 

the statu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et. On the other 

hand, it relies on online media to carry out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which has given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various online platform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and network 

educ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dhering to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s the central link", 

and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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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使传统文

化教育面临着机遇和挑战，网络育人成

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格局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面对新环境、新情况、新

问题，只有“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明确网络育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分析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转

变理念认知，全局把握大学生思想动态，

优化教育供给结构，精准实施教育活动，

才能突破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实现创

新发展，这对促进当代青年更好地成长

成才，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适应新

环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今时代，网络视域下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日益成为高校教学的重要内

容，也是素质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传统文化教育在

很多高校都备受重视。网络文化作为一

种新兴的文化形式，它的兴起一方面丰

富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另一方面也

对传统文化的内涵产生了冲击。特别是

在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社会大背景下，

如何广泛地依托于网络媒介进行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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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以下

简称“学院”）作为有着110多年办学历

史的高职院校，利用网络平台将传统文

化研究融入学院的办学特色、专业特色

与地方文化特色，创新文化育人的途径

和方法，丰富文化育人的内容和形式，

为学院文化建设注入生机与活力。同时

在以往文化建设的基础上继承与发展，

将具有学院特色的文化品牌做优做

精，彰显了学院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办

学特色。 

1 学院网络视域下大学生传统

文化教育现状分析 

（1）开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课程。

学院空中乘务专业、旅游管理专业、机

电一体化专业、汽车营销专业等较少专

业开设了本课程，课时量为32课时，通

过专业老师的教学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的内涵，初步认识历史上中国疆域

的变迁、农耕自然经济及其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影响，了解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

制度、礼仪制度等，增强学生判断善恶

美丑的能力、扶弱济困的能力以及勇于

担当的能力。但开课的专业较少，课时

量也较少，全学院7个二级学院，共计约

40个专业，仅3个二级学院的4个专业开

设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专业开设

率仅占约10%。 

（2）纳入学院的“十大”育人体系。

为了更好地做好育人工作，学院学生工

作部牵头制定了文化育人与网络育人实

施方案。文化育人由学院宣传统战部负

责。宣传统战部根据学院实际，结合时

代特点和形势需要，发挥文化的育人功

能，唱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

义的主旋律，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使广大师生在文化育人中提高文化修养

和整体素质。网络育人由学院网络中心

负责。中心充分发挥网络育人功能，提

升网络文化产品的研发力和影响力，丰

富网络文化氛围，强化互联网的思想政

治教育功能。这不仅加强了校园网络安

全管理，提升了校园网络舆情监测和舆

论引导能力，还壮大了网络文化引领队

伍，净化了网络空间。方案旨在网络视

域下将学院的办学特色、专业特色与地

方文化特色融为一体，创新文化育人的

途径和方法，丰富文化育人的内容和形

式，为学院文化的建设注入生机与活力。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下发的《关于征集“十

大”育人示范案例的通知》要求，2021

年11月，学院选送案例《讲好中国水稻

故事，培养“一懂两爱”人才》和《三

全五步六融通“开启云端育人”新模式》

入选湖南省高校“十大”育人示范案例。

总体来说，工作有制度、有计划，也有

特色。 

（3）加强对在校大学生传统文化的

教育。目前，在校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大学生特别是

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来说，部分同学传统

文化素养缺失，具体体现在人生理想和

目标不明确、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正确、

道德素养和心理素质不强等，对于他们

思想道德水平、传统文化水平的提升产

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特别是随着网络

时代的到来，网络文化的兴起给传统文

化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前不久英雄

联盟S11全球总决赛终于正式落幕，在

后的冠军争夺战中EDG鏖战五局 终战

胜DK，成功夺得2021全球总决赛冠军。当

晚，个别大学生为了庆祝胜利，在寝室

做出了一些不雅甚至是出格的行为，造

成了严重扰民、扰乱校园秩序等现象。从

此现象来看，要想从根本上加强学校的

传统文化教育，就必须要真正发挥网络

文化的优势，弥补网络文化的漏洞和不

足，教育大学生如何理性爱国，以此来

不断提升学生的传统文化水平。 

2 学院网络视域下对大学生传

统文化教育的积极意义 

网络视域下传统文化教育作为一

种新的文化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大

学生传统文化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 

（1）加强制度宣传教育。充分利用

校园网、校报、宣传栏、广播台、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传播手段，加强学院各项

规章制度的宣传教育和法制教育，及时

使师生员工全面、深入了解学院办学的

各项规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如学院

官网的校园文化专栏把院歌、校训、院

歌、校风设置进去，在大力宣传学院“务

本崇实、修德精业”校训的同时，高扬

“隆平精神”，经过多元渗透，弘扬学院

知行相融、与时俱进的校风，让每个学

子都充满自豪感。 

（2）统筹谋划网络建设、网络管理、

网络评论、网络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强

化网络意识，提高建网、用网、管网的

能力。学院建设并完善校内思想政治工

作网站，打造信息发布、工作交流和数

据分析平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信息管

理系统共建与资源互享。如学院宣传统

战部为了适应网络时代要求，建设了融

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

体的校园网站，为大学生学习生活提供

全面、优质、高效的服务；进一步丰富

了学院网站主页的文化品位，聚焦教学

科研一线，加强对学院内涵式发展的宣

传报道力度；进一步丰富了学院官微内

容，开办“修业讲坛”、“生机廉音”等

专栏，将传承传统文化与加强思想引领

结合起来；加强专题网站、思政博客、

微信平台等网络阵地的管理引导，讲

好学院故事，传播学院声音，展示学

院形象。 

（3）提升师生网络素养教育，开展

具有针对性的培养培训，鼓励教师开设

相关选修课来弥补课堂短板。引导师生

增强网络安全意识，遵守网络行为规范，

养成文明的网络生活方式。 

（4）积极参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网、易班网和中国大学生在线全国共建，

并组织校内师生积极参加相关品牌的在

线活动。如院团委组织深入开展的“青

年大学习”、“大学生网络文化节”等活

动丰富了网络文化建设的内容。 

（5）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

导，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网络文化建

设。以高雅艺术进校园、经典诵读、农

耕文化、校园戏剧、中华传统武术、“一

院一品”等品牌文化活动为重点，以重

大节日和事件为契机，以网络直播和视

频、音频录播的方式，形成一批主题鲜

明、思想深刻、生动活泼的微视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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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等优质网络文化产品，营造良好氛

围，引领校园风尚，增强学生传承并弘

扬中华优秀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 学院网络视域下对大学生传

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工作方法 

从大学生开始，让中华民族树立文

化自信，从而形成文化心理与身份认同，

建设文化强国，是新时期高校思政工作

者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1）加强媒体平台管理，建立规范

管理体系，完善网络教育机制。建设好

学院官方网站和各类主题教育网站，引

领各类校园新媒体共同做好大学生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积极参与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网、易班网和中国大学生在线

全国共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

宣传、传播提供组织保障。 

（2）以主流文化为导向，强化网络

文化建设，开展形式新颖、内容多变的

校园文化活动，营造熏陶氛围，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土壤，丰富正面舆论

供给。以易班建设为依托，培养网络力

量，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

的网络及宣传工作队伍，打造一批特色

网络育人平台、优秀网络育人成果。同

时，引导师生创作优秀网络产品，培育

优秀网络育人成果，积极推广展示网络

名篇名作，组织开展“网络文化节”、“网

络育人优秀作品推选展示”等活动，征

集评选、推广展示一批“网络名篇名作”

“网络名站名栏”。 

（3）充分利用现代媒介、网络资源，

丰富学生学习参与传统文化的平台和渠

道。如利用学校的电子屏宣传栏及校内

各媒体，长期开展相应的宣传教育，并

且引导师生增强网络安全意识，遵守网

络行为规范，养成文明的网络生活方式，

守护好网络精神家园，提高建网、用网、

管网能力，加强师生网络素养教育，营

造风清气正的校园网络空间。 

4 学院网络视域下对传统文化

教育的创新之处 

（1）精心设计文化活动。结合学生

实际，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吸引力强的

各类网络文化活动，使大学生在参与活

动的同时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

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增强其

爱国意识、集体意识、法治意识、社会

责任意识。如利用周末、寒暑期、重要

节日、校园（体育）文化艺术节等时间

节点，集中开展“中华经典诵读”、“礼

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进校

园”等专题文化活动，切实提高教育效

果。在 “生机·书香”系列读书文化活

动中，不断拓展活动载体，丰富活动内

容，大力营造书香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

引领学风、教风建设，为文化传承创新

提供有力支撑。 

（2）创建品牌文化项目。进一步加

强校园文化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常

态化、特色化，引导青年学生开展丰富

多彩的校园科技文化活动，精心打造文

化活动品牌。在学校层面上，做强“修

业讲坛”文化讲坛，搭建高端学术、文

化交流平台；做优“青年创业讲堂”和

“大学生创新创业设计大赛”，以同步直

播的方式让更多的学生关注并参与到活

动中。在二级学院层面上，鼓励各二级

学院积极开展“第二课堂”精品创建活

动，加强网络宣传，网上评选出“一院

一品牌”项目。 

（3）进一步丰富学院网站主页的文

化品位。第一，加强对学院内涵式发展

的宣传报道力度。第二，进一步丰富学

院官微内容，开办“修业讲坛”、“生机

廉音”等专栏，将传承传统文化与加强

思想引领结合起来；加强专题网站、思

政博客、微信平台等网络阵地的管理引

导，讲好学院故事，传播学院声音，展

示学院形象。 

5 学院网络视域下对传统文化

教育今后工作的持续开展情况 

（1）持续加大对学校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中国大学生在线、易班网）建设

的投入与指导。在未来三年，建设校级

网络文化工作室，创办师生喜闻乐见的

网络文化精品，运用师生喜欢的表达方

式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2）逐步健全网络文化工作体系。 

（3）错位发展，突出重点，推进网

络平台品牌建设。 

（4）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

引导。 

6 结语 

总之，高校网络视域下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新传播模式需要一个长期探索

和完善的过程，只有以网络育人为重要

着力点，勇于探索新方法、寻求新出路，

打开传统文化教育在网络上的市场，才

能让学生意识到传统文化教育工作的重

要性，才能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走出一

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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