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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塑造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要求上具有内在一致性。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逐渐融入社会各领域，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较少。新时代中学生心理、生理

特点决定了他们能较快接受新鲜事物，也具有更加强烈的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我表达诉求。因此深

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从社会环境的支持再到学校组织引领以及教师

思想引导，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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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 root and soul of the Chinese nation, shap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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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ity, innovation, unity, inclusiveness and peac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e internally consistent in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all fields of society, but there are few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determine that they can accept new things more quickly, and they 
also have a stronger demand for self-expression with the help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
ture. Therefor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deeply excavated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ath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is improved from the support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o the guidance of school 
organizations and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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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1]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经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发展，获得持续深化的文化动力，推动学科繁荣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深植于社会各领域。

在政治上，它融入政策制定与宣传，影响社会治理理念；在经济上，通过文化创意产业、传统工艺与现

代产业结合以及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展现其独特魅力；在文化上，则贯穿于教育体系，丰富公共文化服

务，并通过媒体广泛传播。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现如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学生心目中有着一定的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进入学生的生活、

学习之中，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需要充分利用并加强正向的影响，向思想政治教育渠道中引领，增

强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生动性，思想政治教育成果实效性也能进一步提高。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首先要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概念。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关概述 
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标识与文化底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而独特的思想资源和

精神宝藏，在经过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后，不仅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且

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既

是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开显其时代价值的迫切要求，也是以文化之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的应然之选[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其内涵深厚

包含了民为邦本、革故鼎新、任人唯贤等理念，以及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等精神，体现在儒家的仁爱、

道家的自然、佛家的慈悲等哲学思想，以及诗词、书画、戏曲等艺术形式中，强调和谐共生、尊师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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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自律。其外延广泛，涵盖传统节日、民俗习惯、中医养生、科技发明等，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和文化基因，对现代社会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和价值。这些理念和精神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性格、

特征、思维方式，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坚实基础，更是中华民族在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屹立世界的文化之基。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较于其他的思政课程资源，具有自身内在独特的文化优势，在传承优秀文化历

史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时代的气息与活力，使其能够在带给学生文化的直

观立体感的同时，不断加强学生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受到实实在在独有

的文化魅力。  
1) 借助文化产品，再造经典教学设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深厚，历史演变丰富，为教学提供宝贵资源。教师运用历史人物、神话寓言

等设计教学内容，相比传统文字图片载体，更直观立体地展现中华文化，助力学生感悟历史底蕴，增强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创造出的产品具有可转移性和

价值增值性。使得中学生不仅在课堂中能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熏陶，也能在日常生活的各种领域

中受其影响。文化产品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相结合的基础上挖掘出来的文化要素，其具有

可继承性与发展性，因而教师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利用文化产品，再造经典教学设计。 
2) 依托爱国情结，创造独特表现语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利用程度受到文化创意产业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的影响。随之也

开始出现各种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的产品涌入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一种正常的现象。党的十九大

报告再次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当前，中学生求知欲强，教

师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成为弘扬本土文化的佳径。其外在中国元素鲜明，内容蕴

含中国精神，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底蕴，诠释中国独有的“语言风格”。这一过程不仅丰富了教学

内容，更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 
《中国少年说》节目通过青少年演讲展现精神风貌，其中学生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作文创产品

产生积极影响。节目有效实施理想信念与价值观教育，启示教育者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思想政治教

育，理解内在联系，实现立德树人，推动教育创新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

在联系紧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道德伦理、爱国情怀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深厚底蕴，两者在育人

功能上相辅相成，促进中学生全面发展，增强文化自信。通过融入课堂与实践，共同塑造学生品德与价

值观。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密不可分  
近年来，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起，逐渐出现在中学思政课的教学视野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不仅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更能引领学生的精神价值追求，

与思政课最终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导向的要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两者之间的链接更加紧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价值与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的高度统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注重人高尚

道德的形成，把培养圣贤作为教育的目标。例如“大丈夫”的理想人格被孟子作为教育的目标。 
2) 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价值为载体  
无论是课堂内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随处可见。思想政治课作为教学育人的主阵地，同样也是展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内蕴，

作为素材资源而将其融入思政课堂的教学过程中。除此以外，在校园生活中，学生通过开展校园文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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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等相关的活动，积极构建能够充分展示具有创意特色的平台，能够让更多学生了解蕴含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背后的价值意蕴。将思想政治教育潜移默化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创平台中展现，让学生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创平台带来喜悦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文化自信，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独一无二的韵味，

进而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逐渐进入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与中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提升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上展现出显著成效。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博

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以及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为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深刻的启示。

通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诚信、礼仪等价值观念融入教学，不仅增强了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感与自豪感，还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培养高尚的人格品质，还能够激发学生对本土文化的

热爱与认同，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使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更加贴近学生生活实际，教学形式更加多样化，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热情。学生在参与

文化体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能够深刻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更加自觉地接受思想政

治教育，提升自我修养与综合素质。这种融合创新的教育模式，为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有效提升了教育的实效性。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用于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 

处于新时代下的中学生普遍愿意接受新鲜的事物与展现自我，同时对于新事物的认知与辨别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资源范围更加广泛，学习内容更加丰富多元，获取学习资料的途径也更

加简便，因而这些方面给社会，学校以及教师的教育育人要求带来一定的挑战。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发力度不够 
当前，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存在着一定的重复性。在新时代下，为避免教学资源提取的过时与

重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永不过时的优势。因此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进程中，社会对其开发力度不能忽视。除此之外，思想政治课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与主课无法相等，从

家长角度来看，认为中学生学好思想政治教育和自身发展前途无关。家长的生活与学习背景也导致对思

想政治教育课的认识产生了偏差。此外，有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位置相对比较隐秘，这也导致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发力度不够，存在着大量的待开发资源。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利用不足 
当下学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利用水平总体来说偏低，目前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不多，只有少

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大多数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为其提

供了一定的物质外部条件，但还没有进入到深层的精神范围，缺乏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

精神特征，缺乏对其进行理论上的诠释与解释，难以实现形式与内容、文化内涵与精神高度的协调发展。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不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与过去的教学资源相比的话，对于中学教师而言，接受度主要受两方面原

因的影响：一是具有明显成效且相对利用成熟的教学资源对中学生成绩的提高有着积极影响。二是原有

的教学课件的继续沿用为教师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相比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这个过程，中学教师不仅需要考虑融入课堂，还需要课前进行挑选，课后进行评价总结。中学教

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讲解书本上的知识，也需要管理课堂纪律，

如学生分散注意力、课堂过于活跃等问题的发生，做好学生思想价值引领的工作，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

的教师而言，在原有的教学任务中增加了新的要求，这就在一定难度的教学工作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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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和考验。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于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习近平指出，学校思政课建设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

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它的本质是讲道理，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育堪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厚植思政课的力量

根基，阐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通过知识传授实现价值引领，对于学生的思想认识实现从

自发到自觉、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化过程，树立文化自信、价值观自信，提高觉悟和境界，有着重要意义。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中，能够产生巨大的俘获人心的能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提取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应保持其完整性和逻辑性。为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

目的性，还必须能够保证实施的可行性。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中，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后

的逻辑联系，立足于一定的教学主题，并将它广泛的运用于中学的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 社会的“政策”监管和“环境”支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5]，充分“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来增

加课堂的活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为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发利用的主体应多种多样，例如可以从教师延伸到家长、社区等各大社会组成部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发和利用依托当地特色文化，贴近学生生活，能引起学生共鸣，容易被学生接受。

如一些地区有红色文化资源、革命老区或是人物纪念馆，使其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接地气，这些都是中国

传统的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因而可以培养的学生具有家国情怀，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同时使

教师有信念、有担当，有理想，当好学生做人的镜子以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鼓励教师的科研精神，

同时要能够整合有关当地调查、实地走访并收集现存的资料素材等校外资源；同时引导学生注重分享、

保存研究成果，建立资源数据库。同时需要在讲解这些资源时丢弃说教、刻板枯燥印象，可以采取多种

模式教学。如讲故事形式，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7]。 
(二) 学校的“教学”衔接和“组织”引领 
教育者很大程度上有很强的独立性，可以根据自身的想法与期望去设计出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以

便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例如可以用小组讨论等形式让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外化于行、内化

于心。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须是联结教育主体与受教育客体并为之发生互动的桥梁。与此同时，对中学生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学校教学、管理各个岗位的教育工作者共同参与，形成协同效应，在全员育人、

协同育人的号召下，在活动和日常管理中进行渗透式的体验性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对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补充”。例如学校可以借助一些重要节日，组织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绘画展览等校园活动，

鼓励教师与学生一同参与，从而营造出适合学习传统文化的良好环境。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课内教学的融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要把课堂让给中学生，教师辅以组织

引导的教学模式。教师可以事先进行线上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讨论等，

再进行线下课堂教学，从而可以弥补线上教学的不足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品的实体等。教学方法的

运用也需要格外注意，采取多种教学方法如分组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进行教学。后疫情时代教师教学

需要与时俱进，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为中学生进行教学，如可以运用头脑风暴法、组内自评和组外互评等

平台进行线上讨论和投票等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对课堂学习到的新知识进行有效检测以备教师进行

教学反思。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目的。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课外活动的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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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爱国主义情结，正因如此能被教育主体所使用，如中学教师可以利用网络

参观民间传统工艺及其传派情况，并组织中华经典文化主题的讨论活动等。在社团活动中组织创意设计

参赛作品征集。弘扬传统文化与举办社会团体工作有机整合在一起，深入挖掘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方

法并加大与思想政治素养建设，这种互利共赢的实践道路以及实效途径的快速发展可以形成规模化学习

和传承活动。 
(三) 教师的“思想”加盟和“逻辑”引导 
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进程中，教师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

后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进程及其内在逻辑性，在自身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教学设计与价值增值。

让教学设计创意变得“有理有据”、“有法可依”，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者真正的接受也更利于教学的

蓬勃发展并为其注入强有力的“内容”和“教育基础”。 
1) 资源开发的“有根有据” 
高中思政教材融入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盖经典名著 45 部、名言名句 69 句、历史故事 19 则、

传统建筑手艺 21 项及历史知识 29 点。数量显著增加，领域广泛，展现了对传统文化传承与思政教育的

深度融合[8]。因而融入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需要教师通过提取解构，加入教师

对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向引导，具体措施有以下方面：首先，教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与教学

需求，对知识结构进行大胆创新，设置一些时事导入和教学情境。如播放与思政课程相关的视频或是通

过情景模拟、角色扮演，让学生真实感悟以达到情感的共鸣。其次，中学生自我意识增强、渴望得到他

人的认可，因而要充分利用学生自身的知识、情感、经验，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引导学生自觉总结每

节课所学知识点、启发。小组讨论、代表发言，不要只以教师讲为主。与此同时，社区可以保障教学场

地、设置教学环境的运用让学生活动式参与，提供理论转化实践的场所。教师也应该结合教学目标的实

践要求，通过各种不同的研究使受教对象积极参加各种教学环节，并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各项活动、社区

也应该积极配合主体资源活动。最后，教育管理部门也应该对教学的人力、物力给予有力保障，加大支

持力度如现在的智慧课堂、多媒体教学的器材设备资金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可以是多

学科的贯通。不要把思政课程的资源内容开发局限在教材与教辅资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择可以是生

活中的素材。我们要学以致用，通过国家大事件和生活事件运用理论知识去分析。思政教师应充分在生

活之中寻找感人事迹，凝练出故事的内涵，针对其文化价值和教育目的总结出教学内容，上好社会大课

堂。 
2) 教学设计的“有条有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好，但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借势，更重要

的是在于让学生能够感知其背后隐藏的文化自信并进行传递。这背后，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中学教师课前备课需要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调查、收集等工作，并将

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紧密结合。例如：思想政治教师在上高中必修 4 的哲学与文化课，讲述“文化的功

能”这一框题时，借用古代丝绸之路传统文化相关的文化产品以及历史符号，这对于推动当前我国“一

带一路”战略思想具有重要作用，彰显了文化的功能。让学生认识到当代中国从过去走来，正在朝向未

来走去。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逻辑及其政治思想，感受其价值与世界影响。 
3) 教学考核的“有法可依”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也要能够及时对教学效果即教学实施的可

行性和教育目的性进行评价。为防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当使用，教师需要使教学考核评价标准与目

前的教育需求相符，如将学生吸取知识程度、技能掌握水平、个人道德素养作为考核指标，为实现立德

树人的根本使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9]。教学效果的考核也要能够与时俱进，相同学科的教师要能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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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统一的教学指标，如教师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对中学生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还要有一定社会

主义价值观的培育，学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层面价值观。 

5.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借用本土的经典文化图案、标识或人物形象等符号化元素，不仅展现了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诠释，而且蕴含了丰富的内涵。这些内涵不仅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更能引领

学生的精神价值追求。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进程中，教师应避免仅局限于教学形

式上的变化，以更好地发挥其实效性。新时代的中学生所接受的教育资源范围广泛，不受时空限制。教

师应利用各种契机和场合，营造思想政治教育的氛围。这种互利共赢的实践道路以及实效途径的快速发

展，有助于形成规模化的学习和传承活动。因此，教师需要从教学设计上的优化提升到精神引领上的认

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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