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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本，是中华民族共同培育民族精神的源泉，同时，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有利于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水

平，增强大学生民族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

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困境，需要我们随着实践的进步不断对其进行完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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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survival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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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on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spirit.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provides tremendous impetus for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refore, the integration of excellent tra-
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plays a crucial role. 
The integr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beneficial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
ties, enhancing students’ confidence in na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
nese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we nee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and develop it with the progress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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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坚

持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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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现了两个结合的重

要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是致力实现两个结合积极践行与完善发展。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意义 

2.1.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给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补充和方法借鉴，从而促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愈加发展完善，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极大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资源。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重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意蕴与理论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亲仁善邻等，……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

有高度契合性”[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民族

精神厚植其中，并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不断赋予时代精神新的内涵，成为浸润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

好发展的涓涓细流。中华民族历经千百年的历史变迁，积累了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思想，高洁典雅的琴

棋书画，雅俗共赏的诗词歌赋，意义非凡的传统节日，独具风格的衣冠服饰和独具匠心的古玩器物等，

这些都可以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学内容和研究资源的宝库。 
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与方法提供了借鉴

和参考。在中华文化思想演进的过程中，无数仁人志士在对崇高理想与高洁品格的追求中铸造和形成了

一系列教育理论与方法，可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参考。如孔子主张的“因材施教”教育理论，可为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契合的教育理念。又如《论语·子罕》中颜渊所赞叹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3]
体现了自古以来人们所重视的循循善诱、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这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找到了行之有效

的教育方式。再如荀子认为“诗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严师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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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4]充分强调教师自身的个人素养、理论水平与教

学能力的作用，这对提高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有着的重要启示。 

2.2. 增强大学生民族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之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蓬勃发展。“文化

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5]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及

其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与积极践行，此外，还要对其文化的生命力秉持坚定的信心。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是中华民族最为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增强文化自信的稳固根基与显著优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唤起大学生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

心、自豪感，促使青年大学生把爱国热情转化为报国之志。 
我国大学生大多处于青年中期的年龄阶段，心理尚未成熟。同时，由于青年大学生心理内部的需要

结构发生变化，其所需所求具有独特性，心理成熟又落后于生理成熟，因而他们的价值观念尚不稳定，

时常处于波动、迷惘、抉择之中，情绪变化起伏大，易受周围环境变化的影响。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与人为善”的处世之道能够抚慰大学生偏激的

情绪，“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能够唤起大学生的爱国情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能够激励大学生

不懈努力等等，诸如此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滋养大学生的心灵，引导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从而增强大学生民族自尊心、自豪感。 
此外，伴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各种社会思潮扑面而来，心理发育尚未成熟的大学生难免被一些

错误的思潮所迷惑、误导，甚至迷失自我走上“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极端道路。因此，

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白马非马”的故事培养青年大学生的辩证思

维能力，勉励青年大学生得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引导其广泛学习知识并

善于询问，进行缜密思考却明确分辨是非，最后脚踏实地付诸实践，从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魅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有利于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的文化浪潮

当中慎思明辨，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增强大学生民族文化自信，为实现国家和民族事业的繁荣发展奋

力拼搏。 

2.3.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

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

展，在发展中继承。”[6]回顾过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持续长久发展的深厚根脉；面对现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认同感的文化标识；展望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续写新

时代新篇章的坚强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对其自身的继承与弘扬。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方式，同时也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载

体，并因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众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中脱颖而出。首先，通过对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相关教材的适当编写，在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程的初始阶段就为大学生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提供了一个更为便捷直观的纸质媒介。通过对相关教材的阅读，大学生可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生、

发展形成初步的认识。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课堂教学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其中并进行教授，深化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及价值的理解，激发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兴趣与热爱之情。最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适时开展的一些相关的课外实践活动，会在无形之中

促使大学生内在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转变为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动力，内化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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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化于行，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困境 

3.1. 相关体系尚未完善 

从理论来讲，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有很多学者在其契合性、可行性

等方面做了一些研究，但两者之间如何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仍有较大的研究发展空间，依旧没有实现将

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究其原因，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者不一定熟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而从事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学者也不一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不能被充分地研究出来，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不一定能合理有效地利

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进行教育教学，所呈现出来的教学效果也只能是浅显的、碎片化的。 
从实践来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缺少相关的制度体系支撑。随着全球化的

发展，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以及信息化网络化等相关技术的成熟，使得对新鲜事物感兴趣的大学生群

体疯狂追赶时代浪潮，而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处于较为匮乏的状态。除了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专业外，其

他专业的大学生很少能够接受到系统全面的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同时，部分高校大多把传统

文化当作一种教育形式，只能流于表面，并未对其深厚底蕴和深刻内涵做出更深层次的剖析，再加之未

来大学生就业升学压力的影响，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难以形成完整合理

的教育体系。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体系尚未完善，需要丰富其相关体

系。 

3.2. 教育形式较为单一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采取课堂授课的方式，大多集中于高校的思政

课堂，通过某节课或者集中上大课的形式，教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知识的讲解与灌输，使大学

生内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把握，以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目标。这种课堂授

课有时会对知识直接进行渗透灌输，很难兼顾到大学生自身的想法与理解，从而缺少一定的针对性与灵

活性。 
同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也会采用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和校园文化

活动的形式，并动员大学生积极参与这些相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使中学生在校园生活里能够从亲

身的活动体验中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树立文化自信。这一形式虽然能够很好地兼顾大

学生自身的情况，但是实施起来却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需要合理平衡大学生进行学习与实践的时间。

尽管高校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进行了不懈的尝试，并使得其方式和

途径开始逐渐拓宽，如课堂内外相衔接、线上线下相结合、各学科教学相补充等的形式。但就目前状况

来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主要形式依然是在学校内进行的教师授课讲解，

相关实践活动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使得现有的这些形式就显得较为单一、古板了。因此，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形式较为单一，需要丰富其教育形式。 

3.3. 未能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工作者根据新时代教学和社

会的要求，创造一个融洽、宽松、民主的教育环境，并通过对大学生内在教育需求给予启示和引导，有

针对性地、有规划地、有条理地开展相关教育活动，从而把大学生培养成为独立自主地、自觉能动地、

积极创造地进行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社会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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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今高校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积极探索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

位的有效途径，但因思政教师在教育实施的过程中占有较多的主导作用，教师对于相关内容大多采取直

接讲授的形式，使得大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知识的接受程度以及对教育效果的实现程度就会

更多的依赖于教师知识的传授，这就会导致大学生的学习过程中缺少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同时，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主要通过课堂教学直接讲授的方式将相关知识渗透灌输给大学

生，使得大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知识大多是被动接受的，缺少了自身思考与理解，这就大

大限制了大学生自觉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的发挥。一方面，大学生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的增强，需要教

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足够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大学生

对于相关内容大多依赖于教师的讲授，缺少自身的理解，这就导致了大学生的主体地位的未能充分体现。

因此，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未能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需要充

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 

4.1. 完善相关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传统文化素养的水平，

并将其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要搭建教师培养平台，在立德树人方面，成立一支专业本领过

硬、思想素养过强、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不断继承、弘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例如，可以邀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小组，结合相应的学科特点和教学方

式，依据理论和实践，统筹设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应的内容，由此提升思政课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认

知和运用水平。 
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建立有效的沟通协作机制。这就需要学校、家

庭和社会共同发挥三位一体的作用。学校要根据学科专业、兴趣爱好、工作内容等组成思想政治教育与

中华优秀传统相结合的小组，定期进行研讨；制定共同的目标以及长短期结合的任务清单、实践路线图

等，围绕既定方案进行协作分工，共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校园，发挥文化浸润和精神滋养的作

用。在家庭方面，要从小抓起，共同学习传统文化，形成良好的家庭氛围。家庭教育要主动实现好与学

校教育的有效衔接，在日常家庭生活中自觉承担起对学生思政的引导的责任。同时也要将中学生在家庭

中的状况及时反馈给学校，确保中学生在学校和家庭中都能接受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力求

实现理想的效果。在社会方面，要合理利用网络平台和大众传媒载体，大力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

结合大学生的接受程度及兴趣爱好组织推出体现传统文化魅力的高质量的期刊读物，在全社会形成热爱

传统文化的良好社会氛围，对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起到一个烘托的作用。

同时要牢牢把握网络舆论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话语权，不断提高网络引领能力。要加强对网络信息

的审查力度，确保学生接触到的是来自网络的优质资源，给学生打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4.2. 丰富教育形式 

“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不同形式、类型和色彩的极其多种多样

的组织，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直到非常广泛、自由的组织(松散的组织)。”[7]列宁强调了党的组织应

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亦是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要立足于大学生的心理发育特点，实现课堂内外相衔接、线上线下相补充、各学科教学相结

合，拓宽其教育形式，充分满足中学生求知欲。 
实现课堂内外相衔接，就是要使教师在课堂上关于传统文化的讲授变为大学生在课下对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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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切热爱和自觉弘扬。教师要对课堂上关于传统文化的讲解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选择适当的、贴合

实际的教学事例与素材，在课堂中要根据中学生的学习情况调整教学方式和进度，实现师生之间的良性

互动，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使大学生在掌握传统文化的知识的同时增强文化自信。同时，大学生不仅

要在课堂上认真学习传统文化，领悟传统文化的真谛，还要积极参加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实践

活动，如参观历史文物纪念馆、参加中华传统节日活动等，在课外活动中努力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情感的升华，并将其转化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行动。 
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就是要着力运用微信、微博等网络新媒体及钉钉、腾讯会议等学习平台进行

在线学习，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实现与现实生活中的形式互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致力于现实生活，还要合理利用新媒体网络平台，如微信公

众号推文、微博头条等，大力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虚拟的网络平台发挥出强有力的现实作用，令

大学生接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更加灵活。 
实现各科教学相结合，就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理念有机渗透到高

校各学科教材编写、课堂标准、评价考核之中，纳入教育教学实践环节。高校其他科目要更好的与思想

政治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要成为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特定重要内

容，还要更好的与高校各学科教学相结合。努力实现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更为有效地丰富教育形式。 

4.3. 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人与动物的区分“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8]。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有效发挥中学生的独立自主

性、自觉能动性、积极创造性，充分体现学生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教师对大学生的引导作用，有效发挥大学生的独立

自主性。在课堂授课的过程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讲授，教师不应只停留在灌输知识的层面，

而是要培养大学生的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合理

地向学生布置一些有关传统文化的任务与作业，以培养和有效发挥中学生的独立自主性。 
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有效发挥大学思想政

治教育生的自觉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使学生发自内

心地接受，还要使学生形成自己的理解和感悟。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过程中，实现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的有机结合，通过合理设置一些关于传统文化

的问题，使大学生能够进行一定的思考并根据自身的理解做出回答，实现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有效发

挥大学生的自觉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譬如，教师向学生展示包拯故事相关的传统戏曲视频，引导学生

去思考其背后廉洁奉公的传统文化意蕴，并相互交流自己的看法，实现互动式和交流式相结合进行教学，

在实现师生的良性互动的同时加强对学生的主体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

在大学生独立性和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实现对大学生的主体性教育，从而充分实现大学生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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