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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分析

马燕萍 

贵州医科大学　贵州贵阳　550002

摘　要：在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中，思政教育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但受到传统教育观念及教育机制的影响，高校思政

教育的有效性并不理想，极大的影响了人才培养的效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理融入思政教育之中，不仅有助于丰富思

政教育内容，提高教育效果，还可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与认同，并对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

就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与意义出发，重点分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设计，

以供相关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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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

的瑰宝。它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文化、历史等方面的

内容，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高校作为

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肩负着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使命。同时，高校思政教育是培养学生思想观念、道德品

质、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

富的教育资源。故而，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

教育的路径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与意义

1. 丰富思政教育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包含着丰富

的思想、道德、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内容，如中华传统美德

中的诚信、友善、敬业等观念，这些都是高校思政教育中道

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能将这些传统道德观念合理

融入到思政教育之中，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

高他们的道德素质。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包含着许

多具有教育意义的典故、故事等，如“卧冰求鲤”等传统

故事，这些都能作为高校思政教育的素材和案例。如此不

仅能使思政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还有助于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

2. 增强文化自信与认同

众所周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

和宝贵财富，它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

国精神的重要体现。简单来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

富的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中国精神

的集中体现，将其有效融入思政教育之中，有助于学生更好

地了解和认识中华文化的内涵和精神风貌，进而增强他们对

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认同。再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

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对学生深入了解和认识中

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这同样有利于增强

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认同。

3. 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

高校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肩负着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在思政教育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对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中华文化，培养他们的文化

自觉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也是推动中华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的重要前提。与此同时，通过合理融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能促使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中华

文化，由此发现和挖掘其中的新内涵和新价值，进而推动其

创新发展。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蕴含着丰富的智慧

和思想，这些都能成为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源

泉。因此，基于学生的学习和研究，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创

新灵感和创新思维，最终有效推动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1]。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设计

1.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思政课程体系

一方面，在现有的思政课程中加入更多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元素，如中国古典哲学、历史事件、道德观念等，

以增加课程的多样性和趣味性。具体而言，在思政课程中引

入经典文献选读，如《论语》《道德经》等，让学生了解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讲解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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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和民族精神；在道德观念方

面，则要引入中国传统美德和礼仪，如孝道、尊师重道等，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 [2]。

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

还应开设一些相关的选修课程。例如，“中国古典文学赏析”，

便于学生更好地欣赏古代文学作品的韵味和美感，提高其文

学素养；“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古

代哲学思想的精髓和特点，培养其思辨能力和文化素养。再

者，设置一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选修课程，如“中国

书法艺术”“中国绘画艺术”等，让学生能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艺术表现形式予以全面了解。

2.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实践活动开展

在参与实践活动中，不但能使学生深入了解和体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

还能够培养其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激发他们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和传承意识。此外，实践活动还可以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和能力，如团队协作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社会

实践能力等。

为此，高校理应重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实

践活动开展，并能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和

形式。例如，定期举办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化节

活动，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周、古典诗词朗诵比赛、书法比赛

等。这些活动就能让学生深入了解和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在文化节期间，还可以邀请知名专家、学者或艺术

家来校举办讲座、演出或展览，向学生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各个方面，如哲学思想、艺术、文学、历史等。此外，

以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进行开展，例如，组织学生参观博物

馆、古迹或历史遗址，让学生亲身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厚重感和历史底蕴；组织学生参加传统文化体验营，学习传

统手工艺、书法、绘画等技艺，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组织学生参加文化交流活动，与当地民间文化团体或专

家学者进行交流，了解当地传统文化习俗和风土人情。再者，

应当鼓励学生成立一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学生

社团，例如，汉服社、书法社、诗词社等。在汉服社的活动

中，引导学生研究汉服文化，传承和推广汉服及传统礼仪；

而在书法社的活动中，邀请书法家或书法教师指导学生练习

书法，传承中国书法文化；在诗词社的活动中，引导学生创

作和朗诵古典诗词，感受中国传统文学的韵味和美感。在此

基础上，学校要为他们提供一些展示的机会和平台，如举办

相关的文化活动或比赛，包括汉服秀、书法比赛、诗词朗诵

比赛等，以更好展示和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3. 营造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校园氛围

营造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校园氛围，主要是以校

园环境建设和校园文化宣传两种手段为主，有助于学生在校

园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存在和影响力，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

知和理解，并培养其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进而激发他们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意识。对此，高校应当在校园环境

的建设中加入一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例如，在校园

中建设一些传统风格的建筑，或者在校园景观中融入一些传

统文化元素，如假山、园林、石刻等。此外，在教室、图书

馆等场所设置一些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装饰和陈列，

使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能够时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氛围。与

此同时，要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校园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

道，定期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人物和事件，以增

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例如，在校园网

站上开设专门的传统文化栏目，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

史、现状和特点，并发布一些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新闻和事件；

借助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向学生推送一些传统文化

相关的文章、图片和视频，使其更加便捷地了解和学习传统

文化。

4. 加强教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能力提升

加强教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能力提升，是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环节之一。

教师作为教育的主导者，自身的文化素养和教学能力对于传

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具有关键作用。为此，高校应该定期组

织教师参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培训和学习活动，邀请相关

的专家、学者或艺术家来校举办讲座、培训或研讨会，帮助

教师深入了解和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此

外，可以开设一些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或工作坊，鼓励教

师参加学习和研讨，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和教学能力。在此

基础上，还要鼓励教师开展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工

作，以促进教师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掌握。当然，教师

也要积极参加相关的研究项目、撰写学术论文或开展田野调

查等，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学习 [4]。

另外，还要组织教师之间的交流活动，让教师们分享

各自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方面的经验和心得，互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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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互相借鉴，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能力。交流方式包

括研讨会、座谈会或在线讨论等，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

择，其目的就是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将传统文化融入课堂教

学中，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学习体验。

5. 建立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保障机制

建立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保障机制，

不仅能为高校提供一种系统化、规范化、长期性的融入方

案，还能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政教育中得到充分、有

效的传承与弘扬。第一，组织保障。高校应建立专门的工作

小组或委员会，负责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

工作。这个小组或委员会应由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包

括教务处、学生处、校团委、宣传部等。他们将共同制定和

实施融入计划，以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此外，还应设立顾

问委员会，邀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

担任顾问，为融入工作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建议。第二，制度

保障。建立健全相关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促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各项工作得以规范、有序地进行。

这些规章制度应包括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目标、内容、

方法、评估标准等，同时还要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工作流程。

并且，要合理制定激励制度，如为在传统文化融入工作中表

现突出的教师和学生提供奖励，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

力。第三，评估与反馈机制。建立有效的评估与反馈机制，

定期对融入工作进行评估和反馈，针对问题及时进行调整和

改进。评估应包括对教师的教学效果、学生的学习成果以及

整个融入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具体采用问卷调查、访谈、

观察等多种方法进行。在此基础上，还要建立信息反馈渠道，

鼓励教师、学生和家长等各方参与评价和建议，使整个融入

计划更加科学、合理和有效 [5]。

三、结束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是时代发展的必

然要求，也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因

此，各高校及相关教育者需要提高认识，并能根据思政教育

的特点和当代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积极探索有效的融入

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更多具有传统文化素养和创新精

神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 陈昕 .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融

入与创造性转化 [J]. 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 ,2023(05):47-49.

[2] 余涛 , 杨晗煜 , 李英林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

思政的价值与路径 [J]. 河北开放大学学报 ,2023,28(03):81-84.

[3] 朱丽霞 , 王野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

的路径探究 [J]. 时代报告 ,2023(05):67-69.

[4] 王伟 , 胡世怡 , 程智龙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三维探析 [J].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 ,2023,22(02):63-67+78.

[5] 王华 , 殷旭辉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

刍议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19):54-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