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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

源泉。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加强大学生传统

文化教育，可以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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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科技日新

月异，各种思想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激烈。大学生

在面对多元文化思潮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

头脑中相互交织，在价值选择和判断中容易出现

矛盾心态。这提醒我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中，要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原则，秉承“洋

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理念，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

育的内容，创新教育形式，务求实效。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中华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多年的深厚积淀，是

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精神的浓缩和升华，是建

设和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思想基础，是中华

民族所特有的内在特质的总和。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从字面意思理解，传统文化包含“传统”和“文

化”两个部分。从语言结构来看，传统是来修饰文

化的。所谓传统，有世代传承之意，这里特指世代

传承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要素。所谓文化，有

“文治教化”之意，特与武力征服相对。《周易·贲

卦》有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广义的文化是

指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特指精神财富。而传

统文化则是指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那些具有重

要价值，且对人们思想意识影响深远的文化。
（二）传统文化的特点

1.传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中华传统文化经历

了曲折漫长的发展过程，以“前喻文化”为主要形

态，记录了后人不断学习前人、发展前人、超越前

人的鲜活历史。传承与创新的周而复始，使中华传

统文化不断补充、完善和成熟。
2.同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中国文化在数千年

的发展历史中，经历了疆土分合、朝代更迭，经过

多民族、多地域的不断融合，逐步形成了以汉族文

化为主体、多民族文化并存，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

域为主要发源地、向周边区域辐射蔓延，同一性和

多样性相统一的中华传统文化。
3.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统一。中华民族跻身于世

界民族之林，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时刻伴随

着与世界各民族的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了既互联

互通，又和而不同的多元融合文化，具有鲜明的世

界性。但是中华文化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应当始

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色，具有独特的民族性。

二、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传统

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当前，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深化，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只有不断创新，才能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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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满足广大青年学生的成长需求。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

（一）传统文化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所需的文化

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其中，以

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提倡“仁”，主张“成仁”，
提出“仁者爱人”的理念。孟子发展了孔子的理论，

逐步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

家思想。这些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教化意

义，其所蕴含的思想教育功能显而易见。
（二）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

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扬弃。“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脱离了传统文化

这个基础，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丧失了

生机和活力，失去了生命力。
（三）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命脉

中华传统文化经过五千年传承，历久弥新，这

与其“人文化成的创造精神，刚柔相济的辩证精

神，究竟天人的探索精神，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

和而不同的会通精神，天下为公的责任精神”[2]分

不开。时至今日，这些精神财富依然深刻影响着我

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是我们的精神命脉。
（四）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源泉

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一整套社会价值和规

则体系，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源泉。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建构上，我们可以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丰

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品位和文化精神’，创新性培

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

三、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传统文

化教育的实现路径

（一）抓好课堂教学，充分发挥第一课堂的主

渠道作用

课堂教学是大学生接受传统文化的主渠道，要

将传统文化纳入教学计划，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去，

培育传统文化精品课程，将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有机结合起来，以课

堂讲授的方式，将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播给学生，充

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1.完善课程体系。一是学校可以将传统文化有

效融入到思政课教学中。在思政课教学中增加中

国传统文化内容，既丰富了思政课教学内容，增强

了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同时也为高校加强传

统文化教育提供了新平台。二是学校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将传统文化课程纳入学校教学计划。20 世

纪 90 年代，国内文化界掀起了国学热，以此为契

机，一些文化专家学者开始探究传统文化在提高

个人修养、培养良好生活情趣中的积极作用。包括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在内的部分国

内知名高校，开始面向学生开设一些传统文化课，

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概论》《论语解读》《大学解

读》等。高校可以结合学校的实际条件，立足校内

师资力量，逐步开设一些学生乐于接受，又通俗易

懂的传统文化课程。三是在教材选择上，学校应该

选择知名学者编印、权威机构出版、在业内有较高

知名度的教材。另外，学校还可以挖掘当地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教育素材，选取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

经典资源，自行编印教材。用自编教材授课，更能

贴近大学生的实际，更有利于激发学生对传统文

化的兴趣，还能为他们提供榜样示范。
2.完善教学内容。在课堂教学中，逐步完善以

“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一是以

“仁”为核心，教育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培

养学生爱心和责任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意

识，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行“忠恕”之道。二是

以“义”为核心，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

学生崇尚德性，正确看待义利得失，把追求个人利

益与服务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达到义利统一，“见

得思义”。三是以“礼”为核心，培养学生良好的行

为习惯，教育学生自觉遵守社会道德和学校的各项

规章制度，真正做到讲文明，有礼貌，使自己的行为

符合社会规范。四是以“智”为核心，教育学生明辨

是非，培育学生生存能力，教给学生从事劳动、承担

社会工作、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树立“自

强不息”的精神。五是以“信”为核心，培养学生的诚

信意识，把诚信真正纳入思想教育课堂，教育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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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点一滴做起，真正做到诚实守信。
3.改进教学方法。一是将课堂教育与自我教育

有机结合。在教育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社会、学
校、教师等客观因素的积极作用，教育和引导学生

学习、理解、领悟、践行传统文化，又要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潜移默化，将被动灌输转化为主

动学习，将客观氛围营造内化为学生的自身需要，

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将传统教育与

现代教育有机结合。传统文化中有我们需要汲取

的养分，要坚持批判继承的总原则，取其精华、弃
其糟粕，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元素，用现代的语言

形式表达出来，提高其在青年学生中的接受度，提

升学生传统文化素养。同时，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未来，积极开展科学精神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意

识，将传统与现代、人文与科技有机结合，形成教

育共鸣，提升教育效果。三是将线上教育和线下教

育有机结合。高校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教学手段，增

强传统文化教学效果。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为新媒体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高校教师要树

立“互联网 +”时代的思维方式，要全面了解和掌握

新媒体的特点，熟练运用包括微博、微信等在内的

信息化平台，充分利用新媒体快捷、方便的特点，开

展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的线上传统文化教

育活动，教育和引导学生使用新媒体学习传统文

化，构建线上线下教育合力，增强教育效果。
（二）构建活动体系，有效发挥第二课堂的辅

助作用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

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发挥各要素的作用，除

了依托课堂教学这一主渠道外，还要有效发挥第

二课堂的辅助作用。
1.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

校园文化中。校园文化在引领学生思想、塑造学生

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校要积极营造健康

向上、奋发进取、团结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将传

统文化教育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通过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兴趣，强化对

学生的思想引领，实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加强

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机统一。学校要以校园环境建

设为载体，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融入其中，比如

校舍建筑风格、道路命名、标志性宣传标语、校徽、

校训、校歌等都可以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使学生随

时随地都可以徜徉在良好的传统文化氛围中，达

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2.精心设计主题教育，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

生活动中。学校要结合实际，积极构建传统文化教

育活动体系，切实提高学生的活动参与度，提高学

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一是可以通过开展传统

节日庆典活动，传播传统文化。当前，诸如在端午、
中秋、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期间，国家都设有法定

假日，学校可以通过举行节日庆典活动，挖掘传统

节日的文化内涵，增强学生对传统节日的理解和

认可，这对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推动

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二是可以开

展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系列活动。通过举

办校园传统文化节，开设传统文化学术讲座、沙龙，

举办传统文化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开展诵读经典

等系列活动，同时借助校园广播、报纸、新闻及新

媒体平台等大力宣传宣传，积极营造学习传统文

化、传承文明的校园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将传统文化教育融

入到实践活动中。学校可以通过开展社会实践活

动，教育和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璀
璨的传统文化。一是学校可以依托当地传统文化

教育场所设立传统文化教育基地，通过定期组织

学生参观学习，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二是充分利用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深入乡村，了

解民风、民俗，增加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体

验，使学生在不自觉中接受传统文化，增加文化底

蕴，增强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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