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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离不开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从逻辑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既

有理论逻辑，也有价值逻辑，还有现实逻辑。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理想信念教育在现实中还面临很多挑战和障碍，为了更好地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有益资源植入新时代的理想信念教育中，需要从顶层设计、创新

载体、拓展方法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建构起畅通的实践融入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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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 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子课题

（21&ZD029）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这个理想信念，

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1](P522) 新时代，习近平

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2](P170) 就是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实践活动。因此，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理想信念教育，不仅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时代需要，也是增强理想信念教育效果所需。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在逻辑

理想信念教育就是指树立和培养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相适应，也离不开特定历

史文化环境和场域的影响和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不仅有现实的可能性，也有

其逻辑的必然性。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有其理论逻辑。习近平强调，“只有学懂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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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领会了贯穿其

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

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3] 正确的理论指导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基础，也是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

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关于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关系的原理，不仅深刻地阐

明了教育与环境的关系，更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目标，并论

证了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作用的观点。这些思想都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行动指南。

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奋斗历程来看，正是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中国化，

才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这一历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也始终重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学习融入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

毛泽东就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

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

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4](P53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指南。

在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

新的理论视野。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5](P18) 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和精神标识，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因此只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的教育中，才能不断夯实理想信念教育的文化基石，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在现实中深入人心。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有其价值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民族复兴

的有力文化支撑，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明素质的强大精神动力和价值资源，因此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有着坚实的价值逻辑和思想基础。

从价值根源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价值源泉。习近平指出，要“深

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P16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

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思想观念，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构

建社会理想、人生信念的思想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中华民族生活实践的互动中，追求正义

和平、国家大义等意识，已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追求等各个方面，发挥着文以化之、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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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之的关键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智慧和思想资源是中华文明基因深深扎根于

中华大地的生动体现，在理想信念教育过程之中融合这些传统文化的价值资源，不仅是坚定文化自

信的必需，也是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需要。

从价值滋养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建构，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丰

富的价值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理想人格观念，是鼓舞无

数志士仁人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无私奉献的价值导向。建设一个“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是中国人

的最高社会理想，也是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向心力的思想来源，更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思想灵魂

的核心内容。正是这种价值整合力和凝聚力，形成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近感和接受力，

使其价值追求和社会目标成为人们愿意自觉奉行的行为原则和思想意识。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不仅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的时代要求。

从价值旨归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

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

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

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5](P118) 报告高度肯定了天下为公、自强不息、亲仁善邻等道

德情怀和高远理想，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深厚而博大的民族精神和灵魂，又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指向相契合的传统价值观的优秀成分，一定会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奠定价值基础和价值旨归。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有其时代逻辑。立足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需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和拓展的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要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就需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

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 

展”。[5](P23) 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方面也要深深植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这样才能代表

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因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正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

内在需要，通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可以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也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

明新形态，是对西方现代文明形态的超越，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结出的硕果。每一种人类文明形

态都有独特的内涵，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协调发展的文明形态”。[6] 这里的协调包括传统因素与

现代因素的协调，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下核心价值诉求的协调。只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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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核心价值诉求协调起来，中国人民才有稳固的精神家园，新文明形态才具有独树一帜的文化色彩。

在新时代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需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契合的精华和精髓，

同时持续不断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之中，才能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提供强

大的精神动力和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

文化软实力”。[2](P155) 增强文化软实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结合起来，使人类文明新形态更有底蕴和力量。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现实障碍

从逻辑上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之中，可以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文化资源与

有效支持。但是从现实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还存在一些障碍。

第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卷化降低融入广度。中华传统文化扎根在农业文明的土壤，是与社会

制度架构交织一体，构成的一整套安排社会秩序的文化系统。随着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更替，中

华传统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也会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而出现内卷化的倾向，如内容固化、路

径局限而导致的自我重复、自我欣赏等。近代以来，出于对外来文化和西方文明的警惕和恐惧，服

务于农业文明的中华传统文化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特性和稳定性，走向了文化的保守与内卷，以应对

外来文化的冲击。即使是代表传统文化中精髓和优秀部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会为了自身的持

续存在而不对外竞争以趋向内部保护和稳定。而这种内卷化的取向，会在社会剧烈的变革中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也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这会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广泛性。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P309)

这一论断的提出，也是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实中遇到的内在发展阻力的应对之策。要想实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要充分认识到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存在的发

展阻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加快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在此背景

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辐射能力也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而有所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卷化对

其融入理想信念教育带来了两方面的障碍：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影响现代文明的教育资源

变少，减少了受教育者感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度。当社会环境发生历史性的变迁，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很多文化资源会因为缺乏与社会经济基础的适应性而失去其应有的生命力。其结果就

是在现代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提供的很多文化资源和理想信仰，如“杀身成仁”“舍身取义”

的道德追求和“重义轻利”“天理公道”的理想目标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成为现实生活之外

虚无缥缈的东西，无法在受众内心获得广泛的认同。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覆盖教育参与者的

渠道变少，缩减了其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机会。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在传统社会培植

理想信念不只存在于学校之中，而且深深地扎根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家庭教育中对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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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的塑造可谓全方位的。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小家庭结构代替了传统社会的大家庭结构，教育日

渐从家庭走向学校和社会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信念建

构的历程，就无法在现代生活中直接实现。因此随着传统文化依附的社会制度体系的崩溃，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也很难发挥出全方位的影响力，无法达成对受教育者理想信念的全方面塑造。

第二，西方文化思潮挤压阻滞融入效度。各种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入现实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不能否认西方文明带来的观念变化的合理性，但也要看到西方文化霸权的

侵袭和消极思潮的影响冲击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尤其是对理想信念教育的冲击在一

定程度上挤压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效度。

一方面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盛行，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的合理性。西方社会

借助其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优势，不断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社会文化观和人生价值观，宣传西方

“中心主义”，否认他国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同时西方文化又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坚持

所谓的文明“一元论”，否定文化的多元主义，施行文化霸权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形

成了巨大的挑战。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盛行，必然会造成不发达国家文化的边缘化，带来文化认同

和文化信仰的危机。因此，西方文化的渗透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价值的否定，也直接解

构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挑战，也增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难度。西方政治思潮中的自由主义、个人主

义等，文化思潮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保守主义等，社会生活思潮中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

义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理想追求上有着巨大的冲突。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冲击着整

体的国家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冲击着传统文化中对英雄人物和理想人格的塑造，拜金主义冲击着

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正确树立等，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西

方思潮流行的实质就是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和共产主义渺茫论，以消解马克思主

义的理想信念教育的成果。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进路

面对机遇和挑战，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需要从多个维度和进

路入手，以提升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成效。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育人环境。为了更好地适应理想信念教育的时代需要，需要加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顶层设计，构建完整的教育体系。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需要发挥党的政治引领作用。一方面在党的统一领

导下，要加快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的创新，以不断丰富

的理想信念教育内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各级党委要发挥总揽全局的指导作用，

加强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的统一规划和集中调度，协调各个部门、各个层次与各个环节，实现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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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的全方位融合。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需要落实政府部门的主体责任。在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过程中，政府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中轴作用。政府需要严格按照党和国家的

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加

快指导政策出台，增加教育资源投入，强化教育过程的监督，构建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

念教育的良好氛围和社会环境。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还要构建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教育环境。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畅通各方参与教育实践的渠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时代转化，形成全员育

人的教育环境。另外，推进理想信念的教育，不能只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局限

在学校教育上，而是应该在全社会、在日常生活中营造教育氛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点滴渗透，

最大限度地扩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的融合范围，形成全方位育人的教育格局。

第二，创新教育载体，发展文化产业。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的连接载体，发

展文化产业，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的契合度，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

念教育的重要举措。

首先要按照理想信念教育的整体布局，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有机结合。特别是教育部门

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利用学校教育的巨大优势，积极谋划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

程建设和教材建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关于理想信念方面的资源、观念、案例、事迹等融入

理想信念教育的教学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想信念要素融入思政课堂之中，形成纵横一体的

理想信念教育课程体系。另外还要统筹好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思政课程的显

性优势，也要发挥好课程思政的隐性作用。在专业素养课程和综合素质课程中注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丰富资源，不断拓展理想信念教育的课程载体，深化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

其次要强化社会实践活动，创新涵养理想信念教育的传统文化活动载体。一方面加强博物馆、

文化馆、历史名胜古迹等场馆的建设，形成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含有的理

想志向等素材和史料，潜移默化地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参与传统节日、节气风俗、

朗读诗文、亲近先贤等活动，引导受众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圣贤精神的学习；也可以通过学习

诗词书画、经典文献、历史人物、传统艺术等引导教育对象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向上的奋

斗精神；还可以通过主题讲座、专题学习、游学实践、文化考察等环节加强理想信念的培育，坚定

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离不开文化产业的支持。只有符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文化产业，才能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入理想信念教育。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产

业建设，要坚持用理想信念引领产业的发展，实现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

第三，拓展教育方式，完善教育方法。拓展教育方式和方法也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

想信念教育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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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宣传传播渠道和方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媒体在宣传理想信念教育方面的重要

作用。一方面，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舆论宣传媒介要加强宣传力度，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蕴含的丰富的思想资源、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向人们展示中华优秀文化的历史魅力和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新媒体、自媒体等网络宣传平台，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围

绕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或专题进行系列宣传，不断加深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通

过舆论宣传，营造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不断满足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精神需求，

不断提升理想信念教育的渗透力。

加强数字化建设，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技术转化，也是新时代理想信念

教育的创新方式。通过建立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库的方式，将分布在不同领域和不同方面的文化资料

整合起来，经过专业整理和科学分类，以数字化、可视化、VR 虚拟现实等技术，全方位、多视角、

立体化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风貌，可以更好地传递其中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精神。此外，利用

数字化的技术，在传统艺术形式中融入声音、图片、动画、视频等多种现代媒体元素，也可以使讲

述的理想信念的内容以灵活性、形象化的方式呈现，也便于受众理解和感知。

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方法方面，除了需要完善在教育中常用的理论教

育法、实践教育法、榜样学习法外，我们还可以探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入的教育方法。一

是融会贯通的方法。融会贯通的方法就是把各方面的知识和道理融合，以得到全面透彻的理解和运

用。从理想信念教育的角度而言，融会贯通就是要充分地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形成加强

理想信念教育的文化合力，并在教学设计、教学活动、教育评测等多个方面，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理想信念的资源和素材，使理想信念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融为一体。二是循序渐

进的方法。循序渐进的方法是指按照一定的步骤或程序逐渐推进或提高学习的效果。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而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上升的动态过程。

循序渐进就是要按照理想信念教育的规律和过程，在坚持层次性与衔接性、针对性与阶段性相结合

的基础上，有序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整合到理想信念教育之中。三是知行合一的方法。知行

合一就是要求人对事物的认识和实际行为的一致，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习近平强调：“学

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往心里走，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7](P519) 知行合一的前提是要学懂弄通理论知识，掌握科学思想的真谛，要做到学思用贯通。

在理想信念教育中也要认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和精髓精华，既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贯通于理想信念的行动实践中，也在实践中不断践行理想信念，做到知信行的统一。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既有逻辑的必然性，也有现实的可能性。要提升理

想信念教育的成效，也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发力，多措并举，才能真正打通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进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乐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讲师张雯娟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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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Education on Ideals 

and Beliefs
Ni Suxiang

Abstract: To promote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the support of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indispensable. Logically,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has both a theoretical logic, a value logic and a 
practical logic.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till many challenges and obstacles to the integration of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in reality. In order to better implant the beneficial 
resources of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concerted effort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top-level design, innovative carrier and expanded 
methods, to construct a smooth practical integration path.

Key words: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egration, education on ideals and beliefs, logical, 
pro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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