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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种重要思想理念，这一理念强调知识与行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

合，认为真正的知识是通过实际行动和实践中获得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年如何在当代背景下传承和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将“知行合一”理念融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将传

统文化中的智慧和价值观融入当代社会，为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青年传承传统优秀

文化存在个体认知不清晰、行为出现偏差以及认知理论与传承实践脱节等问题，需要积极探索其传承路

径，实现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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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ing knowledge and action” is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concep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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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This concept emphasize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knowledge and behavior,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believes that real knowledge is obtained through actual action and practi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how young people can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excellent tradi-
tional cul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tegrat-
ing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ng knowledge and action” into the inheritan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ill help integrate the wisdom and valu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excellent culture by young people, such as unclear 
individual cognition, deviations in behavior, and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cognitive theory and 
inheritance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explore its inheritance path and achiev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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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关乎国本，关乎国运[1]。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

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思想文化创新发展的

重要源泉，也是培养“时代新人”的丰厚滋养[2]。青年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群体，如何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传承发展好是一个急切需要解答的问题。将“知行合一”理念融入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当中，有利于青年将理论与实践更好结合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继承与发展，提升中华民族的文

化自信，促进文化多元性的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2. “知行合一”理念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 

“知行合一”理念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契合紧密相连。首先，它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理

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方法。唯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够更好地传承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其次，

“知行合一”理念促使青年个体在实践中形成文化认同。在实践传承的过程中，青年不仅仅是接受传统

文化的传承者，更是参与者与创造者，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情感依恋，从而使得传统

文化在青年一代中得到了更加深入的传承与传播。 

2.1. “知行合一”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方法 

“知行合一”这一理念最早起源于儒家经典，特别是《中庸》一书。《中庸》中提出：“中者，天

下之大本也；中之而应外，天下之达道也。知中而行中，是天下之义也。”这里的“中”强调内在的平

衡与和谐。儒家思想强调知与行的统一，“知”强调理论知识、学问、学识，儒家认为知识获取是通过

学习、阅读、思考等途径获得的；“行”强调实践、行为、实际的应用，知识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

其价值和有效性。“在儒家看来，不仅是德性所知，经典世界中的一切叙述若要通向现实世界，就必须

由实践来完成，实践的智慧必须转化为实践的行动。实践智慧作为‘知’的本身就要求把自己展开为

‘行’”[3]。知行合一强调学以致用，传承文化的理论知识要通过实际行动得以印证，例如通过学习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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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文学作品后，可以参与古典文学的朗诵活动，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中，使之更具生命力。其次，知

行合一鼓励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和总结，逐步完善理论认知，青年人在参与文化传承项目、艺术实践等实

际活动中，应时刻反思自己的经验，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这种反思与总结过程有助于将理论知

识与实际经验相互交融，形成更为全面的认知，推动传统文化的不断创新。“知行合一”作为一种哲学

思想和实践方式，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方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更好地适应

当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2. “知行合一”促使青年个体在实践中形成文化认同 

知识与实践的统一强调理论应该贴近实际生活，而实践应该受到深刻的理论指导。这使得青年个体

在学习和生活中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统一感，不再把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而是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形成

一种整体性的认知。通过在实践中的体验，青年更容易理解并接受文化的核心价值，实际参与和亲身经

历可以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使其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知行合一”理念使得

青年在实践中更容易形成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通过在实际生活中贯彻这一理念，个体能够更好地理解

和体验传统文化的内涵，从而形成一种深刻的文化认同。“知行合一”有助于将传统文化传承与当代发

展有机结合，青年通过在实践中运用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能够助于传承文化，同时也能够赋予传统文

化新的内涵，使之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的需求；有助于青年在实践中形成内外一致的文化认同，使其更

好地理解、接纳并传承传统文化。这种文化认同不仅会在个体层面产生影响，同时也对整个社会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3. “知行合一”理念下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存困境 

在“知行合一”理念下，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着一系列现存困境。首先，青年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认知不清晰，缺乏深入了解传统文化内涵的基础，导致传承的基础不牢固。其次，青年在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的行为中，常常出现偏差，可能是由于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使得传承行为

缺乏纯粹性与正确性。最后，当前重知轻行的大环境下，青年更倾向于理论研究，而忽视了实践传承

的重要性，导致认知理论与传承实践脱节，使得传统文化的传承难以持续深入发展。因此，针对这些

现存困境，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引导青年坚定文化自信，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实现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创新。 

3.1. 青年对优秀传统文化认知不清晰 

青年对优秀传统文化认知不清晰的表现体现在多个方面，是由于教育、社会环境变迁、媒体影响等

多种因素导致的。青年对于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历史和核心价值缺乏清晰的认知，因为在学校或社会

中未受到足够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们一定程度无法准确理解传统文化的准确内涵和意义。随着社会变迁

和现代化的冲击，青年可以感受到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差距，产生一种文化断层感，导致对传统文化

的陌生感和对其认知的不清晰。当代青年更容易受到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和数字化媒体的影响，相对于

传统文化更加熟悉和倾向于追随现代潮流，从而对传统文化认知不足，青年对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典故、

古代文学作品等存在误解或无法正确解读，缺乏对这些符号的深入理解可能导致对传统文化的模糊认知。

由于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多样性，青年对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也会感到困惑，表现为对传统价值观的怀

疑、不理解或选择性的接受。青年缺乏对传统文化相关的实际参与导致认知的模糊；缺乏亲身经历难以

形成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知和体验。所以，需要引导和帮助青年个体更全面、准确地了解和理

解优秀传统文化，以促进其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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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青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行为出现偏差 

青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时行为出现偏差，是一个当前文化传承面临的重要问题。这种偏差行为是多

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其中包括社会变革、信息时代的冲击、教育体系的不足等等。 
首先，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得青年人更容易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流行文化、

大众文化的影响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青年可能更倾向于追求时尚和潮流，而对传统文化了解不足，

甚至产生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这导致他们在传承过程中更注重形式，而忽略了文化内涵的深刻理解。其

次，教育体系中的问题也是造成偏差的一个因素。在一些地区和学校，传统文化教育可能较为薄弱，无

法给予青年足够的深度认知和理解。学校教育往往更注重现代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而忽略了传统文化对

于个体思想修养和道德观念的塑造。此外，一些青年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时表现出功利化的倾向，他们

可能将传统文化用于商业目的，过度追求个体利益而忽略文化的纯粹性，这样的偏差行为不仅贬损了传

统文化的价值，还可能导致对传统文化的曲解和滥用。纠正这些偏差行为，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不

仅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助于青年一代更好地塑造自身的文化认同和精神追求。 

3.3. 重知轻行大环境下导致认知理论与传承实践脱节 

在重知轻行的大环境下，即便青年个体在知识方面有所涵养，但由于对实践的忽视，导致了认知理

论与传承实践的脱节。一方面，社会价值观变迁使得重视理论知识而轻视实践的思维在大环境中逐渐盛

行，社会更加注重科技进步、经济效益，这导致了对于实践、手工艺等传统技能的降低重视。在这种背

景下，社会注重对青年传统文化的教育，缺少对青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加之青年倾向

于通过理论学习追求高学历，而对于实践技能的培养和传承也相对缺乏关注。另一方面，教育体系存在

的问题也是造成认知理论与传承实践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传统的教育往往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而对

实践技能的培养相对缺少，学生在课堂上接触到的大多是书本中的理论，缺乏实际操作和体验，导致知

识与实践脱节。所以这种“重知轻行”的大环境对于传统文化传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青年个体对

于传统文化的理论认知虽然达到一定程度，但由于实践经验的匮乏，他们在传承实践中也会表现出一定

的生疏和不适应，实践和体验是对理论知识的最好补充，而缺乏这方面的经历使得理论与实践脱节，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也会变得单薄和不完整。 

4. “知行合一”理念下青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 

在“知行合一”理念下，青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展现出清晰的步骤与方向。首先，提升自身

传统文化认知是关键一环，唯有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精髓，方能为后续的实践奠定坚实基础。其

次，通过提高个体传承实践能力，青年可以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将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最后，加强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实现“知行合一”的重要途径，理论的指导与实践的检验相互交融，促

使青年传承者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从而实现心与行的完美统一。 

4.1. 提升自身传统文化认知以知促行 

在“知行合一”理念下，青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通过提升自身传统文化认知，来达到以知促行。

首先，青年需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学习，可以通过了解古代文学、哲学、历史等相关领域的知

识，使得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内涵，这种理论知识的积累不仅有助于青年对传统文化的全

面理解，也能够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提供坚实的基础。其次，积极参与传统文化活动，如传统节

日庆典、戏曲表演、传统手工艺制作等，可以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参与实际活动，青年人能

够深入体验传统文化的内涵，加深对其的理解。在数字化时代，青年要利用好互联网各种资源，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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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线课程、数字图书馆、文化传承平台等，获取更多的传统文化知识，同时这种灵活的学习方式可以

满足不同兴趣和时间的需求，也可以为更广泛的群体提供传统文化的认知途径。另外，与长辈交流互动

也是提升传统文化认知的重要方式，长辈通常承载着更多的传统文化知识和经验，通过与他们的交流互

动，青年人可以了解更多传统文化的故事、背后的道理，获取更为生动和深刻的传统文化认知。当代青

年要提升自身传统文化认知，将有助于他们在实践中更好地理解、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4.2. 提高个体传承实践能力以行促知 

青年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时，需要通过提升自身的传统文化认知来引导实践行为，理论知识的深刻

理解是实践的基础，而通过实际的亲身体验和参与，才能真正将理论知识融入到生活中，形成内外一致

的文化认同。通过实际行动将文化传承进行到底。 
首先，青年个体应该通过积极的实践活动来提高传承实践能力。参与传统文化的实际活动，如传统

手工艺制作、传统节庆庆典、文学艺术表演等，能够让青年亲身体验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样的实践

不仅能够增强对传统文化的感知，还可以通过实际操作提高个体的传承技能和实践能力[4]。其次，实践

能力的提高也需要注重团队协作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青年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时，不仅要关注个体实践

能力的提高，还需要培养团队协作的意识，通过合作完成文化传承项目，提升整体的传承效能。同时，

鼓励青年在传承实践中发挥创新思维，将一些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结合，使用现代媒介扩大优秀传

统文化的影响力，提高大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知晓度，使传承更富有活力。所以，青年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需要提高个体传承实践能力，通过积极的实践活动、团队协作和创新思维的培养，青年个体能够在传

承过程中既体验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又在实践中形成对文化的深刻理解，达到以行促知的目的，为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4.3. 加强理论与实践互动实现知行合一 

在当代社会，传承优秀文化已经成为当代青年责无旁贷的使命，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加强理论与实

践的互动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至关重要的路径。 
首先，参与文化活动和传承项目是加强理论与实践互动的重要途径。积极参与博物馆、文学讲座、

传统手工艺等文化活动，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投身文化传承项目，参与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实

际工作，将理论知识付诸实践，为文化的传承贡献一份力量。与此同时，青年人应该注重实际操作能力

的培养。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通过实践来检验和丰富自己的理论认知，参与实际文化项目、艺

术创作等途径实现，使理论不再停留在抽象层面，而能够融入实际生活中。在数字化时代，青年人可以

利用互联网平台积极参与在线讨论和分享，关注文化领域的最新动态，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可以拓展自

己的思维，获取更多的实践经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最后，青年人还应该培养对文化的独立

思考和创新能力，不仅要传承优秀文化，还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和在创新中传承

的原则，不因外在压力而在“自卑自弃”和“自负自傲”两极之间摇摆[5]，结合当代社会的需求，探索

文化的新表达形式，使之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总之，当代青年要加强理论与实践互动，传承优秀文

化，需要多角度、多层次地参与，这种知行合一的实践将有助于培养更具文化自觉和责任感的当代青年，

推动文化传统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创新。 

5. 结语 

在“知行合一”理念的指导下，青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探析，不仅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更在实际操作中帮助青年形成深刻的文化认同。然而，当前传承过程中仍然面临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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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困境，亟需我们在认知提升、实践能力提高以及理论与实践互动方面加以改进。通过不断提升青年对

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增强其实践能力，推动知行合一理念的全面落实，才能真正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发扬，赋予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新活力。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继承，更是对文化自信的坚

定与传扬，为中华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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