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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父母一席话”“我给父母做了什么”等有意义的活动，强化

大学生敬亲爱老的意识，让每个大学生都体会到父母的辛苦和

伟大的养育之恩，引导他们在学习生活实践中通过一点一滴的

行动来回报父母。三是孝德的迁移和扩展。爱祖国从爱自己的父

母做起，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一个基本思想。如果大学生真正懂

得了对父母应尽孝道的道理，由此推而广之，他们也会为其他亲

人付出爱心，对素不相识的人施以善行，最后升华为对祖国、对
民族的责任感，这样也就升华了他们的思想道德情操。因此，高

校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如鼓励大学生到养老院和

孤儿院献爱心、义务献血等，使大学生养成热爱集体、乐于助人

的行为习惯，引导他们把对父母的“孝”的情感进行扩展，不断提

高自身的道德素质。
3. 重视家庭在孝德教育中的作用，构建家校一体化的孝德

教育网络。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的示范作用对子女的

影响很大，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取得成效的前提基础和

保障。因此，在孝德教育中，一定要注意家庭与学校间的配合，更

好地发挥家庭在孝德教育中的作用，把学校的系统教育与良好

的家庭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一个一体化的孝德教育网络。一
方面，学校要保持与家长的联系，以便及时地了解和掌握学生的

思想状况，准确地把握学校孝德教育的效果，并做好及时反馈和

考核等工作；另一方面，家长在家庭生活中要以身作则，要在孝

敬父母、文明礼貌等方面发挥模范表率作用。家长平时应注重对

孩子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若发现他们有不尊重长辈等违背孝

道的不良行为，应及时进行教育和正确引导，并就孩子在家的表

现经常与班主任、辅导员沟通。只有家校共同牵手，孝德教育才

能达到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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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内容中，弘扬民族精神教育一直

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传统节日蕴涵着丰富的历史传统，体现着民

族精神，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以传统节日

为出发点，开展民族精神的教育，对于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培

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中重视弘扬民族精神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民族精神的教育是不可或

缺的一个重要内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第二章“继承爱

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以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第十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指出，所

谓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

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

范、精神气质的总和。民族精神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在一定的自

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独特方式，反映了一个

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精神支柱。在五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

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

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不竭源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大量遍布政治理论课其他教材的分散

论述。因此，民族精神教育始终贯穿于高校思想政治课教育的全

过程，它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地位不可或缺。民族精

神与传统节日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恰是

我们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过程，它反映了民族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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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习惯、道德风尚和价值观念，寄托着整个民族的憧憬和深厚的

民族情感。
二、传统节日中体现的民族精神

1. 传统节日突显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

传统的伟大民族。传统节日中往往包含大量的爱国主义元素。清
明节，追念祖先，感怀故人；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纪念爱国诗

人屈原；还有中秋节、春节等无不饱含着对故土、对家乡的眷念，

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传统节日中包含的大

量关于热爱故土、热爱家乡、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的内容，闪烁着

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芒。
2. 传统节日凝聚民心、维护统一。传统节日传承了中华民族

的生活习惯和民族心理，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

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在

海内外华人中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只要是“中国人”，春节必

会大张旗鼓地庆祝，清明会思念先人慎终追远，中秋讲究团圆美

满。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发挥其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文
化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民心，达成共识，

使人们认可同根同源的民族文化，维护国家的统一。
3. 传统节日促进团结和平、追求和谐。中华民族历来以爱好

和平、讲求团结、追求和谐著称于世。“礼仪之邦”“讲信修睦”“德

莫大于和”等观念，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在传

统节日里，有不少反映老百姓追求天下太平，国家之间和平共处

的期盼。新春佳节，辞旧迎新，合家团聚，其乐融融，承载着中华

民族温情、和谐的民族心结。
4. 传统节日传承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古语说

“勤则不匮”“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传统节日往往传承

着这些内容。传统节日富含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成果，美味

可口的食品、内容繁多的礼仪、生动活泼的娱乐，荟萃了劳动人

民的智慧和勇气，凝结了劳动人民的汗水和力量。如春节期间的

掸尘习俗就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勤劳、爱清洁的良好习惯，传

统节日中的舞狮子则表达了老百姓昂扬向上、威武雄壮的精神

面貌。
三、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弘扬民族精神，强化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

传统节日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蕴涵着强烈的民族精神。全
社会尤其是高校应充分利用传统节日，运用多种方法手段，开展

各类活动，丰富校园生活，以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大学生对民

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继承传统文化中弘扬民族精神。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传统节日文化的内容，既是中国

传统节日文化发扬光大的需要，也是大学生培育弘扬民族精神

的需要。
1. 挖掘教材文化内涵，适时、适度地融入传统节日文化教

育，弘扬民族精神。课堂教学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这

就要求老师们深刻挖掘教材中蕴涵的文化内涵，适时、适度地融

入传统节日文化教育。通过教学，让大学生们更好地了解传统节

日、认同传统节日、喜爱传统节日，弘扬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利用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课堂介绍传统节日，不仅是继承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大学生在轻松的气氛中获得精神陶

冶的来源。传统节日文化有着优美动人的传说，有着喜闻乐见的

庆祝形式，它传承的内容正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

政治理论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当代大学生思想品德教

育的丰富资源。
2. 营造彰显传统节日文化的氛围，建设突出民族精神的校

园文化。校园文化对于身处其中的大学生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

的，体现着一个学校的品位。它的建设展现学校的形象，关系学

校的未来。因此，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对于学生的思想、文化素

养和审美情趣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言而喻，这与传统节日文化

的氛围和气息是相融一致的。我们可以利用传统节日，建设彰显

民族精神的校园文化。充分利用报栏、展板、标语、活动、网络、会
议等途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传统节日的有关知识培训、情感体

验，激发他们对传统节日的认同感、亲近感。每逢传统节日来临

之际，学校提供一定的经费、材料和场地，渲染节日气氛，营造传

统节日文化的氛围，建设体现民族精神的校园文化。
3. 创设主题活动、团日活动理解传统节日，弘扬民族精神。

传统节日因其时间的固定性，往往意味着共同时间节点的全民

参与和模式化的文化生活，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并有一定的可塑

性。传统节日通过各类活动和程式化的操练，一方面向参与其中

的大学生表达、展现和传递了传统文化的崇高价值追求，使他们

的心灵在这种价值和意义中得到升华；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大学

生获得对节日文化中蕴涵的民族精神的体验。据此我们可以创

设主题活动、团日活动，激发学生主动性，使大学生理解传统节

日，弘扬民族精神。如结合清明节开展祭扫烈士墓、踏青活动；重

阳节开展郊游、赏菊、敬老活动；春节则可以到社区写春联、送春

联。这些活动的开展应做到活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要提升活动

的文化品位，体现其民族精神的教育功能。
4. 与时俱进，在创新中度过传统节日，洋为中用，在宽容中

接纳西方节日。传统节日习俗应在保留精华之外，不断更新，并

融入先进的文化。教师有责任引导大学生过好传统节日。一方面

要强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如提倡诚信正直，尊老爱幼，

重视血缘关系和亲情凝聚；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吸收和融合外

来节日中的热闹、谐趣的成分，注重沟通交流和人文关爱。
坚持传统和创新并行不悖，把现代元素注入传统节日、传统

民俗中来，重建传统节日文化的符号体系，使其能够直白地表达

对亲人、家国的怀念和热爱之情，而又不显得“老套”。我们不必

对大学生热衷于“过洋节”大惊小怪，对传统节日文化失去传承

过于担心。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要让大学生了解传统节日文

化，涵养民族之根，同时对传统节日予以创新，实现传统节日文

化的自然传承，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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