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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传承中形成发展至今，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时代价值。

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高校思政课既要在教学内容、方法上“守正”，又要同时结合新的时代背景

加以“创新”，在增强思政课活力的同时，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高校思政课

教学的整体视野，推动两者有效融合，既可使学生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理解与实践运用，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创新发展，又将在教学探索创新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助推立

德树人根本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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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en formed and developed in 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which has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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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the times. As a key course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not only “keep correct” in teaching con-
tents and methods, but also “innovat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new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so as 
to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Bringing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the overall vi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inte-
gration of the two can not only enable students to strengthen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eaching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help to realize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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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讲述党的创新理论的关键课程，高校思政课承担着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对于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引导学生自觉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伟业的时

代新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课教学要坚持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原则，

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与价值观念，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启迪学生心灵，引导学生成

长，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重要意义 

作为高校立德树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课程，新时代思政课教学的高质量发展既离不开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关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对于加

强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地位、助推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 有利于加强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五千年的历史传承中积淀而成的，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感召力。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从认知层面可使学生加深对中国的历史典故、哲学思想、道德规范等的认

识；从情感层面可使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等产生深厚的情感联系；从行为

层面可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为指引，规范自身行为，笃行实

干担当，使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中提升综合素养，提升正确看待、辩证认识、理性分析现实

问题的能力。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创新的重要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将为思政课提供更多角

度的学术支持，切实提升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文化传承性，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质量发展。 
2) 有利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地位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既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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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作用、彰显中国风格的时代需要[1]。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文化是国家、民族

发展的动力源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及文化支撑，是难以长期发展的。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可充分发挥高校思政课在推动文化发展上的

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探索现代文化新形态，教育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从

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践行新时代文化使命，进一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地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和创新，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3) 有利于推动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 
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帮助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的重要途径。在思政课教学中，学生能够充分了解国家的发展历程、党的奋斗目标，增强为实现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的热情与信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本和源泉，也是思政课的力量源泉[2]。
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寻找高校思政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

合点、创造点，以开拓思维和长远眼光不断推进思政课教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交融，一方面可

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培养学生的道德认知，提升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

族自豪感；另一方面，可在坚持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用时代精神的张力激发高校思政课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为高校思政课建设提供思想指引和精神动力，推动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原则遵循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要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评价各个方面加以思考研究，要

积极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元素，创新思政课教学的方法、手段和载体，使高校思政课教学增强

活力、提升吸引力，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葆时代性和先进性[3]。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的过程中，

要坚持主导与主体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 
1) 坚持主导与主体相统一 
大学生是具有独立性、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相融合，要坚持教师

的主导地位与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4]。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教师教学主导地位，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思政课教学在内容方式上的契合性，结合时代发展特点及大学生所处年龄段的认知规律和接受

特点，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大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

用，调动引导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学习的内驱力，自觉进行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升华，

从而增强学生对先进理论与先进文化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 
2)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理论的终极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最终目的在于实际运用。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

课教学中，要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原则，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统一相促进。一方面要依托理论教

学，用现代表达形式讲清讲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发展脉络、思想精髓，让学生对思政课教

材知识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内容进行深入系统的学习理解；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发挥实践教学的

重要价值，在课内外、校内外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实践教学，打造浸润式学习环境，引导学

生将理论教学中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内化为情感认同和思想认同，最终转化为行为认同，真正做到活学活

用，知信行统一。 
3) 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 
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高校思政课的改革创新不能生搬硬套，而要在充分

继承现有资源、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目标要求，使教育内容呈现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价值内涵。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要坚持继承和创新并举的原则，把握好“传统”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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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精髓与时代价值，创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呈现方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鲜活起来，以大学生喜欢听、愿意学、

能认同的文化形式，达到融合育人效果[5]。特别是在网络信息时代，要充分适应数字化传播趋势，积极

拓展文化交流渠道，以数字化赋能教育改革、文化发展，持续提升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途径和策略 

思政课作为启发思想自觉、培育时代新人的主渠道，其目标的视线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思

想指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助力支撑。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上好思政课，需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思想力、引领力、感召力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用先进思想先进文化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文化

自觉，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1) 深入研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提升文化理解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赓续不缀的精神血脉，思政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交融的前提是二者彼此

契合，交融的结果是双方互相成就[6]。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从自身

出发，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解读与理解，不断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转化能力。特别是要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脉进行探索，深入研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弄懂学通其中蕴藏的深刻思想及

价值指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的思想要义结合当下语境背景进行创新阐释，引导学生真正掌握、

真正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智慧。在教学过程中，也要注意引导学生自学研读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典籍，专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从文化经典中体悟人生哲理，在同学共悟中长知识增才干、开

眼界见世面、悟思想明道义。 
2) 组织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提升文化应用能力 
高校思政课教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教学过程中，高校思政课教师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丰富

多样的实践活动，如参观古建筑、体验非遗手工等，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进一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之美，将所学理论应用于现实实践，提升文化的应用能力。高校可建立校内校外联动机制，充分利用课

余时间或者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依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展志愿服务、实地调研、社会服务等，使

学生近距离了解传统文化，在听、说、走、行中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心认

同转化为行为认同，将文化感知转化现实应用，自觉承担文化使命，做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

传承者和弘扬者。 
3) 借助信息化手段搭建交流平台，提升文化的表达能力 
在网络信息时代，高校大学生对网络平台的关注度更高，也更加认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

政课教学时借助网络搭建交流平台，既符合学生的社交习惯，能有效拉近学生与思政课、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距离，又符合时代发展特性，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政课的创新发展[7]。在特定的网

络平台上，学生可以了解不同的文化内涵，分享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也可以用文字、图片或短视频

等形式展示学习成果，在交流讨论中激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提升文化表达能力。除此之外，

在平台上还可以发布一些时政热点内容，引导学生围绕不同的话题进行思考，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审视现

实问题，提升思辨能力。网络平台的开放性、便捷性可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给学生带来特别的学

习体验，既可避免思政课教学的偏理论化的缺陷，又能引发学生对知识的思考和运用，增强教育教学的

吸引力。 

5.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结合是先进的思想信仰和民族文化基因的相融相通，两者相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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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相互融通、互相成就。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提升我国文化

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不仅可以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进一步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路，也

可使学生在先进文化先进理论的指引下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自觉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在延续民族文化的血脉的历程中不断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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