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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牢固意识形态、增进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政治和文化工作的重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思想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实现立德树人、增进

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融入的过程中，理论逻辑上呈现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表达的契合性、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教育方法的协同性等特点。价值逻

辑上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赋涵、发展以及规范等价值。根据理论逻辑的

特点、价值逻辑的内容，通过创新课程内容、创建文化场域以及创革教育方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逻辑，为培养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更加坚实的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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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ideology and enhanc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re the focus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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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in the new era.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provides the ideological guidance of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moral cultivation, the enhancement of cultural self-con-
fidence,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inte-
gration, the theory and logic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w the compatibility of content expression, the con-
sistency of value orientation, the coordination of educational method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The value logically reflects the value of guiding, enriching, develop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
tur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oretical logic and the content of value logic, it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the practical logic of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innovating course content, creating cultural fields 
and innovating educational methods, so as to provide more solid cultural support for cultivating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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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西方国家文化的渗透侵蚀着青年的政治认同，使社会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趋于功利化、世俗化和多

元化，使得青年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青年文化自信的缺失，文化偏离使得部分

青年群体失去了价值选择上的方向感，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力与甄别力，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挑战。二

十大报告强调把树立青年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作为思想政治领域内的战略性、关键性工作来抓，用党的

科学理论武装青年、以科学思想引领青年[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是提升文化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增强国家语权的重要途径，能更好地为文化软实力

建设和提升国家话语权提供强力支撑。同时还可以模塑青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品格，增强青年的文化

自信和文化自觉，涵养家国情怀。 
党的二十大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提出和深化[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学界重要的研究主题。相关研究主要聚

焦以下三个视角：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限制，即“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教学内容编排缺乏系统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资源转化缺少创新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高校师资队伍缺乏专业性”[4]；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析，即从“融入

的主体、内容、环境、渠道”入手进行探讨[5]；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审

视，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价值[6]与传承价值、主体价值[7]”这几个方面进

行深入探讨。 
目前学术界对于此领域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视角和丰硕的成果，然而仍有进一步探究的潜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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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相结合的逻辑架构分析相对较少，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理

论、价值观、实践三个维度来深入探讨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本篇文章着重

论述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融入中华传统美德的逻辑依据、价值意义以及实践路径，旨在发掘这一融

合的理论根源和两者之间的理论兼容性，分析其在教学应用中的双向价值，探讨其在具体实施中的路径

选择。文章意在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理解，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打下坚实

而深刻的文化基础，同时为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和自觉意识提供更广阔的实践视角。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紧密的理论关联，两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有助

于培养人具有正确的思想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有效融合有其历史必然

性，也有其现实必要性。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是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一) 内容表达的契合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

哲学、道德、历史、文学等诸多领域，这些内容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多个层面展现出高度的契合性。

从道德观念来看，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与思想政治教育所倡导的公民基本道

德规范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友善”等内容相互呼应。例如，“仁”所蕴含的仁爱之心、

关怀他人的精神，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品德教育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在历史文化传承方面，传

统文化中的历史典故、名人轶事等是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诸如“岳母刺字”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

神、“孔融让梨”所彰显的谦让美德等，这些经典故事以其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将抽象的思

想政治教育理念具象化，增强了教育内容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二) 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目标上具有适配的特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在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首先，传统文化强调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价值观念，与思

想政治教育所强调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相得益彰。这种一致性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

坚实的价值基础，有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次，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等精神，也与高校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目标相一致。通过将传统文化

的价值观念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最后，

传统文化所崇尚的“和”文化，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个人内心的和谐等理念，与思

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契合。在当今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这种和谐价值观有

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际关系观念和生态环保意识。进一步彰显了两者在价值引领方面的同向同行。 
(三) 教育方法的协同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师者言传身

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主体示范的古今呼应。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深

刻体现了教育者以身作则的重要性。这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对教师榜样示范作用的强调不谋而合。另

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理念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育人方法的相辅相成。传统文化鼓励人们将

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通过实践来深化对道德和学问的理解与体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越来越重

视实践教学环节，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从课堂延伸到课外，从理论走向实践，实

现教育方法上的有机协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效果。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表达、价值取向和教育方法等方面存在着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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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合性、一致性和协同性。这种内在的联系为两者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不仅

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而且能够为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指导，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借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了教学资源与素材，为培养具有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人才

注入了活力。通过汲取传统文化的智慧，教育内容更加贴近民族根脉，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

说服力。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逻辑 

马克思文化理论认为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影响、反作用于经济与

政治。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

和体验，文化对于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塑造和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8]。而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本质是对国家意识形态文化的认同、学习，是提升文化自信、价值观自信、思想自信的重要途径。

从本质上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同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导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和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特性指向。二者的

嵌合过程，它不仅传承和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和赋涵。 
(一) 导向作用 
既可以引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前进方向，又可以引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如“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自强不息”

的奋斗精神等。这些思想资源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价值，

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航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人文精神和道德观念，对我

们认识世界、治理国家、道德建设都有很大的启迪作用[9]。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可以涵养精神底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增强文化自信，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

豪感，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增强道德修养和人文素养，同时也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践行。 
(二) 赋涵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和形式，并为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提供了重要文化支撑[1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具有普遍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观念和思

想，如“仁爱”“诚信”“礼义廉耻”“自强不息”、爱国爱民、崇德尚贤、勤劳朴实、诚信友善等价

值观念。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为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和素材，对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熔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蕴，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贡献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对于培育学生的道德修养、人文素养以及强

化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如中国传统节日、民俗文化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些文化符号和习俗活动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又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 
(三) 发展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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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弘扬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角

色，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基石和丰富的内涵。在高等教育阶段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中，我们必须采用新颖的思路来阐释和运用我国的传统文化，使之在当今时代焕新其光彩。

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作为全球文化的关键部分，拥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我们必须继承并将其发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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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相融合，有助于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助力我国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持续发展。 
(四) 规范作用 
二者的融合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实践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文化素养和实践能力，同时

也有助于推动实践育人教育理念的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变易思维”“实践思维”

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使他们更好地

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可以更好地被人们所接受和理解，这

强化了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作用。通过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培养青年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文化道

德观、文化实践观，提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从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够提升育人的深度，还能够增强思政课的厚度[11]。

总之，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发挥涵养精神底色、增强文化自信、提升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等作用，从而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社

会和人民群众，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逻辑是建立在文化自信、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的基

础上的。其核心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引，突出实用性，牢牢抓住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主阵

地，其目的是在提高思政教育的针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是多元而又灵

活的，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传承优秀文化的良性互动。通过多种方式和方法来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

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更好地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一) 创新课程内容，整合资源设置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中，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课程资源，包括历史、民俗、艺术、文学

等等，并深入挖掘这些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所蕴含的育人、传承、创新价值。适当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课程比重，开设专门的传统文化课程、在思想政治课程中加入传统文化元素等。以增强教育的文化底

蕴和吸引力，这样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传统文化知识，使学生能够全面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内涵和价值。虽然传统文化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但要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必须与现代文化相结合。

因此，我们应该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分析现代文化中的传统元素和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应用，让

学生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和价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做到承前也要做到启后，这种融合

不仅可以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还可以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

和认同感。 
(二) 创设文化场域，开展育人活动 
文化场域是指人们在文化领域所处的环境，它通常由文化传统、文化氛围、文化活动和文化设施等因

素构成。首先，文化场域可以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教育环境资源。文化活动和文化设施也可以为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平台。其次，文化场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文化场域可以承

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将其传递给更多的人。同时，文化场域也可以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

的融合，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和实践，还可以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创建文化场域和开展实践活动是增强文化意识和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创建文化场域和开展实践

活动，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质量。 
(三) 创革教育方式，强化实践教学 
数字新媒体环境下，优秀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表现形式相对于传统思想政治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2276


贾丽梅 
 

 

DOI: 10.12677/ae.2025.152276 559 教育进展 
 

教育都普遍受到了数字技术的影响[12]。所以，现代数字技术手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嵌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也能够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

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趣味性和实效性。利用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社

交媒体技术等收集和分析学生的思想行为数据，更好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特点，提供个性化的学习

体验和辅助教学，深入地理解和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精神传递，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吸

引力和效果。 

5.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逐步孕育并流传下来了一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

化遗产。这份遗产中不仅包含了深邃的思想理念、人文精神、伦理规范以及高尚的价值追求，更成为中

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象征。它铸就了华夏儿女独树一帜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以及社会意识，并为高等教

育中的思想政治教学贡献了取之不竭的教育资源与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实现立德树人教

育目标的现实选择，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

过程中，我们应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的首要理论导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体内容来源、习

近平文化思想的关键政治引领。进一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接班人提供更加坚实的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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