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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中，深入探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对建设良好的高校思政教育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高校思政课可以以传统文化的教育为

切入口，通过课堂中理论层面的探讨以及课后实践层面的应用，推动理论创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以

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来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和道德情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到高校思政课中，

促使传统文化的教育与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深度结合，这不仅是高校思政教育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第

二个结合”的一个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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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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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eply explore and practic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build a goo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environ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leverage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as an entry point. By engaging in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in the classroom and applying these concepts through practical activities after class, 
these courses can driv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 The cultivation of stu-
dents’ cultural literacy and moral sentiments can be enhanced through the immersion and educa-
tion provided by traditional culture. Integra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the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sters a deep conne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and Marxist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his approach 
not only meets the contemporary deman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environ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also embodi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what 
may be referred to as the “second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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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不仅有

助于深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也能够更好地培养具有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优

秀人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意义 

恩格斯指出[1]：“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

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融通性，这也为“第二个结合”

提供了契机和天然优势。 
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经过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的辩证过程，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

关注社会的演变与进步，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中，社会伦理关系和人际和谐被视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

缺的要素。两者都关注如何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致力于探讨更美好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主张人

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人的全面影响。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也重视个体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中强调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协调发展。这一共同

点表明，二者都重视人的价值，主张提升人的生活质量。马克思主义强调公平正义，主张消除剥削和压

迫，倡导社会公平。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和谐、忠恕等观念也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和对社会公

正的追求。二者在伦理价值观方面相互补充，能够共同促进社会的道德建设。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认

识的基础，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有“知行合一”的思想，强调

知识与实践的结合。两者都重视通过实践获得对社会和自身的理解，强调实践对理论的推动作用。马克

思主义通过辩证法理解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关注如何在矛盾中寻求解决方案。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尤其是道家思想，更加鲜明地强调自然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两者都关注到事物之间的平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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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强调在矛盾中寻求发展与和谐。马克思主义关注历史的作用，强调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以指

导未来的发展。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强调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认为文化遗产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因此，在历史观的维度上，两者都强调对过往的理解与反思，以指导当代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旨在

通过革命和变革推动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追求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政

思想和社会和谐理念也能够为社会的变革提供文化支持与道德依据。两者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革方面具

备某种程度的共鸣。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可持续发展。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

想可以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马克思主义作为科

学理论，强调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为中国的文化自信提供了根基。在全球化背

景下，二者的结合能够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等方面有着显著的相通性。这种

相通性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也为当代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多元的文化滋养。

通过将两者结合，可以更有效地培养出既有科学思维又有人文情怀的人才，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3. “第二个结合”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2]，“第二个结合，就是思想的又一次解放”。解放在

于拓宽文化发展空间，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进程[3]。传统文化推广的集体主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

的人文关怀相互补充，有助于增强社会团结与共同体意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感与归属感。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强调了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延续。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不仅

有助于增强国家的文化自信，还能够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认同感与参与感。在社

会发展的过程中，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教育，有助于建立健全社会道德体

系，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二者的结合能够为社会建设提供更

为全面的价值导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仁爱、人本主义等理念，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

的全面发展、社会公平正义有机结合，推动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强调的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一，有助于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平，增强社会责任感与公民意

识，推动社会风气的改善，这对于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通过融入传统文化的内容，能够更好

地传播和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准则。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

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相结合，能够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目标，形成对自然环

境的尊重与保护，有助于实现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结合二者的公平与正义理论，可以推动更为公平

的经济分配机制，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在教育体系中，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

神与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有助于构建全面素质教育体系，培养既具备科学素养又具备人文精神的创新

型人才。在教育中融合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能够增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与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

承与创新的有效结合。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结合，可以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结合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念与马克思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形成适应现代化的治理理念，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对传统文

化的借鉴，能够增强政策的文化吸引力和社会认同感，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与社会影响。在教育领域，

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培养更加全面的人才。通过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观

念和价值观念，吸收先进的科学文化，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社会责任感。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可以继续加快，被我们传统文化滋润了的马克思主义，

已被内化为中华文化的新内容[4]。这种结合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领域，也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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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文化的自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深化。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

这种结合将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动力，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4. 以“第二个结合”加强高校思政教育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将广

袤而又深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能更好地发挥高校的育人功能，也具有极为

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构建了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种文化底蕴体现

在思想观念、价值体系、道德标准和社会行为等多个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可

以形成更加丰富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政教育理论体系。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与马克思

主义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有助于深化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增强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马克思主义强调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是通过对立统一实现的，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强调“道”的辩证性与和谐性。两者结合倡导学生以辩证的视角看待事物，理

解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际关系。马克思主义关注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强调物质生产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强调历史的延续与文化传承。将两者结合，可形成全面的历史与发展观，使人们

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进程与当代社会的变迁，从而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

忠爱、博爱等思想强调个体对他人的关怀与责任，而马克思主义则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者结合弘扬人文关怀，促进学生形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鼓励他们为社会和他人的福祉贡献力量。和谐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价值取向，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国家层面的重要核心，和谐即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实践中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相结合，可以更加正确地指导人们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以及人与人之间达到和谐。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批判性思维也与儒家思想中修身自省不谋而合。将二者结

合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可以提高学生自身的自我认知能力、自我评价能力，以理性的眼观看待自身实践

以及社会问题。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特性，强调理论要做到与实践的同一，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

来提倡知行合一，即“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二者都强调在实践中更新创造理论，再以理论指导实

践去创造新的理论。两者结合与高校思政教育之中，能够引导学生将已有的知转化到行中，促进他们将理

论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马克思主义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等基本价值。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体现了和谐、礼仪、诚信等传统美德，两者结合能

够形成更加全面、丰富的价值观体系，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对个人发展和社会行为产生积

极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自信显得尤为重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从而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树立文化自信。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也为培养

具有全球视野和民族情怀的人才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体现了新时代对教育的要求，使思政教育更具时代

性、系统性和实践性，是实现高校育人目标的重要途径。使得教育更具文化深度，能够更好地适应当代

社会的需求，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5. “第二个结合”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建设路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不仅有

助于深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也能够更好地培养具有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优

秀人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引导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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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让大学生在营养丰富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茁壮成长[6]。 
在思政课程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如儒家、道家、佛家的核心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相结合，通过案例分析、文化解读等方式，启发学生对两者的思考。设置跨学科的课程，如“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帮助学生理解和认识两者的内在联系。采用情境教学、案例教学等互

动式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在讨论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汇点。组织主题讲

座、研讨会等活动，邀请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两者结合的现实意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开

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文化活动，如书法、国画、传统音乐等，结合思政教育，提升学生的文化

认同感和价值认同感。组织社会实践活动，体验和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和谐等理念，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校园媒体、文化节、专题展

览等形式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借助传统节日，通过讲座、展览、文艺演出等方式，将节日文化与思政

教育结合，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习近平总书记(2018)说过[7]，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教

师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着大学办学能力和水平。加强教师的培训，提升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结合的理论素养和教学能力，使之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理解相关内容。鼓励教师积极进行相关学术

研究，促进理论创新，同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中。设立评价标准，定期对思政教育的效果进行

评估，尤其关注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理解和认同程度。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

等形式，收集学生的反馈和建议，不断优化和调整思政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全方面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既落实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

教育理念，也有助于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启智润心、铸魂育人的功能，以此激发了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提升了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创新力，使当代大学生成为具有传统文化素养的新时代新青年[8]。 

6. 结语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是历史必然和时代选择，体现了文化自信与社会责任感，

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高校思

政建设，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道德品质，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

保障。这种结合体现了新时代对教育的要求，使思政教育更具时代性、系统性和实践性，是实现高校育

人目标的重要途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一结合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想认识，还能增强其道

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是实现教

育目标的重要途径。通过课程整合、教学创新、批判性思维培养和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质，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和社会责任感，为培养新时代的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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