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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经过上下五千年的沉淀与积累培育出来的，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不仅对历史

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也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中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

种内涵丰富的教育资源，将其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可以推动高校思想教育工作更好地开展，

也有利于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有利于学生增强自身文化自信心。本文将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关联、价值意蕴、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实现路径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以求从整体上

提升大学生的思想和文化素质，推动继承和创新中华优秀文化，为建设文化强国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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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cultivated after five thousand years of precipit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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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A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national spirit, it not onl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tself is a kind of rich ed-
ucational resource. Integrating it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
sities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inheritance of excellent national culture and help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own 
cultural confidence. This article will elaborate on the logical associations, value implications, chal-
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integra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overal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e,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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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保持民

族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中华文化凝聚着高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潜在地对人们的思想观念、

行为习惯产生积极能动作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教育资源。思政课运用文化的民族性、丰富性、

广泛性、隐秘性，结合教材内容，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在故事中讲清道理，在说理中赢得认同[1]。
作为当代大学生，他们的思想意识更加自主，思想观念更加活跃，易受到社会上不良的思想倾向与道德

行为的影响，因此，在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

道德精髓，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助力大学生成长成才。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关联 

2.1. 教育目标趋同 

大学的德育目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2]。孔子所倡导的“君子”“文

质彬彬”，与我们大学“四有”新人的培养目标有着很高的契合性。儒家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思想，强调“君子”应具有的家国情怀。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从“修己以安百姓”

到“修己以安人”，无不彰显着“仁者爱人”的中华美德。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挖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教化功能，既要保证大学生具备广博的专业知识、社会知识和基本技术，又要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时代文明成就融入其中，培养他们的理想信念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2.2. 教育内容相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心性学说，儒家讲究正心诚意，佛家推崇明心见性，道家主张清心寡欲。“追

求和谐，崇尚和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庄子提倡“与天为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体现了古人“天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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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思想，提倡树立敬畏之心，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互利共生。“内圣外王”是古人的人生观，

“内圣”指的是修身养性的优秀品质，“外王”是指治理国家的优秀能力，二者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最理想的人生境界。“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信”是人的道德准则，

是儒家“五常”之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最核心的因素。高校也要推广“诚信、友善”的教育

方式，让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中做到诚实守信，待人友善，树立正确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2.3. 教育方式一致 

孔子主张“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在大学里，要让学生们保持良好的自我约束，经常对自

己进行自我检查，从而培养出遵守法律、维持公共秩序的自我约束意识，并保持良好的社会公德。《荀

子·劝学》所言：“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古人相信，唯有用实际的行动，才能把所学的理论知识

转化为内在的动力，以调整自己的行为，提高自己的修养，最终实现“致良知”。在大学里，思想政治工

作也要引导学生主动地参加社会实践，用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体会到他们所学到的知识的价值。孔子

提倡“因材施教”，按照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标准把学生分成“四科”教育。高校的思想政治工

作提倡对大学生的人格差异予以充分的重视，针对他们的个性、兴趣、追求和时代的需要，对他们进行

有针对性的、差别化的培养。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多重价值 

3.1. 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感染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在

目前的高校思政教育中，由于受到社会环境、应试教育、网络舆论的影响，很多大学生在思想和行为上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

的思政教育中去，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和效果以及如何改革教育路径，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积极探索的

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担负着育人的责任，主要价值导向是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但

是大部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的，这种纯知识和理论的灌输，使学生感

到枯燥，也无法很好地吸收，并且得不到有效地实践，所以对学生的引导作用不太明显。并且高校的思

想政治教育课的内容主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近代史、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学习，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还是很匮乏[4]。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的思政教育中去，

有利于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优秀传统文化包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仁、义、礼、

智、信的儒家思想，传统节日、民俗等内容，若能将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的内涵与精神有效地融入到思想

政治教育系统中，将会大大促进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发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有利于调动大学

生上思政课的积极性，使得学生能够对思政理论知识产生强烈的兴趣，主动参与到思政理论知识的学习

中来。同时，通过对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内容的挖掘与思考，使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

识，并形成较为系统的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为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人才奠定基础。因此，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改进和创新思政课堂教育的方式和现实需要，有利于提高思

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 

3.2. 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是对传统文化中思政教育资源的挖掘，让学生在潜移

默化中受到熏陶，从而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通过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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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既留下了中国智慧和传统美德等好的方面，但是同时也伴随着一些迷信思想等不好的方面，身为

新时代的大学生们，自然要肩负起传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责，同时对不好的方面要予以剔除和抵

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传播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媒介，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

能够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增添新的内涵，给学生带来更为丰厚的文化滋养，而且能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进行发扬光大与继承[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种创新的实践，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相结合，改变以前的表达方式，赋予新的话语风格，从而激发大学生的主动性，提高

自主学习的意识。比如在学习民族精神相关内容时，我们可以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英雄事例，用

讲故事的方式代替传统僵硬的讲理论模式，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政教育相结合，不仅使思政课堂多了新

的教育内容和资源，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3.3. 有利于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自信”并特别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中华民族能够从之前的一穷二白站

起来，走向现在的繁荣强盛，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精神支柱的支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进程中，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导向，不能凝聚人心，必然会出现一盘散沙，各行其是的状况。因此，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不仅可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感染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可

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近年来，网络技术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5G”时代，许多自媒体也

不断地涌现，人们进入了更加自由开放的信息时代，世界各地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就目前来看，当代

的大学生大部分都道德素质很高，社会心态也比较健康，但是不乏一些理想信念不坚定的学生受到多元

文化的冲击，容易在西方传播的历史虚无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中迷失自我，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开始

动摇，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忽视了中国的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崇洋媚外，开始崇尚资本主义，

不注重我国的传统节日，反而对西方洋节比如万圣节、圣诞节等更加重视，这种行为不利于我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发展，也不利于学生文化自信心的提高。在此背景下，高校更加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将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利用语言文字的不同特点，多角度、

全方位加强文化交流，带领同学们不断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智慧；在实践活动中，要频繁开展一些与

爱国主义、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相关的主题教育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可以有效地制止

以上情形，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心。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4.1.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内容缺乏系统性 

通过对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材的分析来看，教材中逐渐增加了中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

但是融入的内容都是零零星星的，缺乏系统性。比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本书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与思想道德修养部分有些许融合，在第二章节弘扬中国精神这一板块，增加了中国传统英雄

事例，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在第三章关于人生观这一章节，增加了儒家文化方面的内容，重视使命和

责任，强调“仁爱”；在第四章学习道德理论，注重道德实践这一章节，更是单拎出来一整个小节来阐述

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主义思想，有勤劳勇敢、酷爱自由的民族精

神，也有乐群贵和、孝慈友恭的传统美德等等。但是在法律基础部分没有融合优秀传统文化，并且这些

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只是零散地出现的某些章节中，没有形成一个系统而全面的体系。而在《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更

是微乎其微，可见，高校思政课本中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的覆盖率还是不够高[6]。 
针对开设的课程而言，虽然大部分高校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国传统建筑》等选修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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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个学校使用的教材有所不同，内容也不统一，并且这些课程被设置为选修课，比较小众，面向的受

众群体大多是文科专业的学生，或者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等对这些课程有需求的学生，因此开设会受到人

数和课时的限制，缺乏系统性。 

4.2. 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环境欠佳 

随着社会跟着时代不断地进步，科技不断地发展，高校的教育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我国高等教育逐

渐从学术型教育向专业技术教育转变，过去那种全面化的培养模式逐渐被现代化的专业技术教育所取代，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专业职业技能训练。在这种情况下，人文方面的培养则逐渐被淡化。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相对比较缓慢，就业环境不容乐观，国家需要一批技术型人才来促进社会

经济的发展。从高校的角度来看，在社会的发展中，高校对大学生的培养目标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高校

开设的专业来看，理工科大类的专业比文科类的专业种类多，数量也多，可选择性更多，而文科类专业

中也很少涉及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从开设的课程来看，大部分课程还是以专业课为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仅仅是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并且其课时安排、教学规划都缺乏系统性，教

育效果并不明显[7]。 
对于高校环境而言，仅仅通过课堂教育对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灌输是不够的，打造一个良

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很有必要，很多学校并不注重开展一些文化实践活动，比如参观博物馆、文化馆、名

人故居等活动，也很少组织一些书法、绘画、剪纸等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比赛。学生不受这种文化环境

的熏陶，唯一可以接触到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就是课本，自然对传统文化没有什么兴趣。 

4.3. 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足 

近年来，“内卷”已经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热词，由于毕业生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增多，学生的就业压

力也随之增大，大部分普通家庭的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压力，考虑到未来就业发展的问题，许多学

生在高考结束填报志愿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不太适合自己但是实用的专业，即使自己不是很擅长，也会偏

向于选择理工类的专业。在大学期间，更是花费许多时间和功夫去考取一些实用性较强的资格证书，或

者准备公务员考试，教师编制考试等等，为毕业找工作做准备。而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不

够重视，即使选了有关传统文化的课程，也只是为了修满学分，并不注重听讲课堂上老师教授的内容，

不注重自身文化素养的提升。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23 年 8 月发布的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人，其中，10 岁至 29 岁共占 28.4% [8]。互联网的普及带给了

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便利，但是，大学生缺乏对信息筛选的能力，基于实用主义的兴起，更多的大学生愿

意从网络中获取利于自己职业技能的资源或是快餐式的娱乐，在这个快节奏时代，很少有学生能够静下

心来，研读一些古典名著，诗歌或者历史典故等等。就目前的大学生的知识水平而言，这些文化作品对

他们来说可能是“天书”一样的存在，他们很难领悟到这些作品的精髓，也不能将其融入到自己的内心，

更不可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一个合理的认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就会更加不清晰，从而产生一种“文化断层”的现象。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索 

5.1.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 

5.1.1. 完善高校思政课程设置 
从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设置来看，当前它包括选修课和必修课两门课。对于传统文化，全国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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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归类为必修课，因此，可以出台一个强制性政策，大学生必须修一门关于传统文化的课程方可达到

毕业要求。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可以先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到必修课程中去，比如在《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中，可引用一些名人典故，如匡衡“凿壁偷光”、孙敬“悬梁读书”、“孙康映雪”等故

事，来培养大学生刻苦学习、坚持不懈、踔厉奋发的精神。在《中国近代史纲要》的课程中更是可以大量

融入历史典故和传统文化知识，比如在讲到爱国主义精神的时候，可以引入岳飞精忠报国、范仲淹忧国

忧民、文天祥宁死不屈等历史人物的英雄事例，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青春

力量。科学规划利用资源，创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校本课程思政，完善人文教育课程体系；针对先进文化

中的红色文化，马克思主义学院可以与专业学院形成红色文化育人合力。不同地区高校可以通过融合地

方特色文化、乡土文化、民族文化等资源优势，实现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的同向同行。 

5.1.2. 保障教材与时俱进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完整的系统的教材，教学水平再高、能力再强的老师也失去了

讲课的基础材料，不能保证课堂的效果。因此，要加快教材的更新和改进，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加入

到教材之中，并在上课的过程中多与学生互动交流，听取学生们的想法和建议，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案。

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要制定与其相符合的教材，比如针对理工科类专业的学生，要加强爱

国主义、民族精神方面的教育，呼吁大家为祖国建设做出贡献；针对医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加入一些传

统医学文化方面的知识，以及加入一些“神农尝百草”之类的典故，培育一批救死扶伤、仁心仁术的医

学生们。 

5.1.3. 创新思政课堂教学方法 
要立足于思政课的教学内容与教材，注重将地域文化、红色文化、产业文化等特色资源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相结合，实施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传统案例法、小组讨论法等方式的基础上，将互

联网+、多媒体 APP、云课堂、数字 AI 技术等有机结合起来，建立智能化、数字化的教学场景和教学课

程，创设一种身临其境的情景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兴趣和互动能力。在线下教学之外，也可以利用信

息化和数字化技术，开展云展览、云阅读、云视听、云体验等在线教学，让学生们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摆

脱学习的时空限制，实现个性化的学习。作为数字化发展的新领域，还可以利用元宇宙多元化应用场景

赋能高校文化育人，以此“打破时空限制，缩小地区差异性，创新育人载体，应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

潮的挑战”[9]。 

5.2. 营造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环境 

5.2.1. 培育优良的家庭教育环境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从出生起到牙牙学语，都离不开家庭的

呵护和教育，因此营造一种充满文化氛围的家庭教育环境很有必要。家长要起到带头的作用，要为人师

表，努力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在空闲时间，家长可以去参观历史博物

馆、读一些经典名著、上网查阅一些相关资料来充实自己的头脑，提升道德素养和教育水平。家长要以

身作则，谦和好礼，仁爱孝悌，诚实友善，才能教育孩子与人为善，尊老爱幼。另外，家长不仅要注重自

己的文化素养的提升，最重要的是带领孩子一起增加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激发孩子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兴

趣。在孩子学说话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朗朗上口的国学启蒙图书念给孩子们听，让孩子从牙牙学语时

就受到文化的熏陶，感受文化的魅力。待孩子长大后，可以陪他们一起读经典名著，看一些经典传统影

片，或者培养一些传统艺术爱好比如书法、绘画等，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传统文化素养。家长要给

孩子灌输传统节日的重要性，带领孩子过每一个传统节日，并为他们讲解一些节日民俗，使孩子感受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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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节日后面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价值。 

5.2.2. 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 
高校要为学校营造一种浓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氛围，充分发挥环境的浸润作用。在物质文化方面，可

以在教学楼、宿舍楼、食堂等标志性建筑上贴一些醒目的标语或者名人名言，如“厚德载物”“博学慎

思”“诚朴雄伟”等等。有条件也可以摆一些名人雕像和艺术作品在校园里，或者修造一些传统建筑。在

精神文化方面，要加强校风、班风、学风的建设，比如博学笃行的校风，团结友善的班风，求实拓新的学

风等。学校可以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要注重理论教学，也要注重实践教育，做到知行合

一。学校可以成立一些社团，如书法社团、戏剧社团、汉服社团等，开展一些社团活动，比如书画比赛，

经典名著诵读活动，手工艺作品大赛等等，不仅可以增加同学们的知识储备，也可以使学生更好的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中秋节、端午节的时候，学校可以抓住传统节日的契机，组织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

动，以及一些包粽子、包饺子的体验活动，帮助学生多渠道了解传统节日的发展渊源。 

5.2.3. 加强社会文化环境建设 
整个社会应齐心协力，净化网络环境，引导网络文化发展，传播正能量，弘扬社会主旋律，充分发

挥网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面影响。如今互联网十分发达，无论是男女老少，每天都会有一定的上

网时长，我们要抓住网络这个载体，发展网络文化，利用网络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大数据分析，

了解受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推送相关内容，不断创新传播形式，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

吸引力，提高受众的认同感，使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10]。但是也要加强对网络平台

的监管，避免网络上一些人对传统文化进行亵渎和娱乐。同时一些电视媒体也应该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

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提供良好的平台。近年来，央视出台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节目，

如《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等等，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

起到了示范作用。2022 年河南春晚的一个节目《唐宫夜宴》火爆出圈，这个舞蹈灵感来源于河南博物院

的歌舞人俑，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它结合了当下的高科技手段，受益于互联网时代的传播

方式，激起了现代人的情感和文化共鸣，这是一个传统文化与互联网相互融合的成功案例，是一个极具

吸引力和影响力的表演，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营造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浓厚社会氛围。 

5.3. 加强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 

5.3.1. 发挥教师的引导示范作用 
在大学中，加强教师的师德建设是非常重要的，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水平决定了学生的学习态度

和学习水平，高校应打造一支素质高、传统文化知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作

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者，应该始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中，适当的融入一些红色

文化和革命故事，同时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导，将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相结合，引导学生形成正

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11]。加强对“四史”的教育，不断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要调动学生学习传统

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提升自身文化素养的能力，老师就要起到启明灯的作用，为

学生推荐一些优秀的文化作品和影视作品，给学生量身制定适合他们的学习目标和方法。 

5.3.2. 提升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 
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大学生是可以独立思考的人，大部分大学生年龄已经达到 18 周岁，已经成

为一定意义上的成年人，思想意识也在不断发展，对事物的认识不够全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

也是如此，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有自己的看法，因此必须培养大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力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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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大学生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应加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主动了解与所学专业相关的传统典故、文化来源，积极掌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从而培养

自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的兴趣。要关注国家的重大政策，增强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好理论上的铺垫[12]。 

5.3.3. 加强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心理认同 
将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要想让大学生全面地了解优秀

传统文化的内涵、理念、内容和价值体系等，就必须要培养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只有当他

们从内心深处认可了这种价值后，他们才会主动地去学习和接受，从而成为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者

和发扬者。高校作为社会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要不断完善大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通过文化课程，校

园活动等形式，加深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增进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高校通过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来营造出一种具有浓郁传统文化气息的校园气氛，这对于大学教师在进行思政

教育的过程中，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高校工作者可以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

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融入到思想政治教学实践中去。 

6.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因此，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其与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完善大学生人格修养，自觉把个人理想同国

家理想相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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