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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视域下的高校思政教育课程内容改革思考—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思政课堂为例
贾婉晨

郑州经贸学院，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新文科建设是高校深化思政教育改革的重要契机，而课程内容是课程建设的核心要素。高校思政课程内容

改革需立足于新文科建设，在新文科视域下把握思政教育课程内容改革的时代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课

堂，需要在把握时代发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将其与思政课程内容进行有机融合，同时还需结合时代

特征对思政课程内容进行创新。这不仅是对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深化改革，更是对新文科建设和我国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建设的有力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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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的“新”意在打破专业壁垒和学科障碍，以

广博的学术视角，开阔的问题意识，深厚的学术积累为

基础，为学生提供更契合社会需求的素养训练，是对快

速变革的社会生活的主动回应。而这一观点与文科

(liberal arts)的本意完全吻合，“liberal arts”翻

译为博雅，上述观点也是在表达博雅之意。由此可见，

这类观点只是诠释回归了文科的本意。操太圣认为：“新

文科的效用不应该在工具主义层面，而在于知识生产与

教养培育的有机结合。”上述观点也是在表达博雅之意。

由此可见，这类观点可能只是诠释或回归了文科的本意。

操太圣认为:“新文科的效用不应该在工具主义层面,而

在于知识生产与教养培育的有机结合。”龙宝新认为:

“新文科是文科集群化丛生的学科共生体,是中国价值

内联而成的学科集成体，是全面释放文科内能的学科功

能体,新文科具有时代性，中国性，世界性与技术性。”

"黄明东等认为,我国“新文科”概念的提出源于新时代

新形势下对已有文科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反

思,是在对其发展性，突破性，创新性重视不足的背景

下提出的,倡导融人新技术元素，推动学科专业的交叉

融合发展,形成具有中国学派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的新文科,培养人文社会科学大师级人才。

笔者认为，从学科交叉融合的角度去定义新文科略

显浅显。诚然,在新文科提出之前，中国乃至世界的高

等教育都在探索适应需求和创新的学科交叉，在不断的

教学改革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从反思的角度去理解

新文科，“新”的深度和广度将有很大不同。综上所述,

新文科的发展十分要紧。而作为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

课教师，将中国传统文化引入课堂，引导学生从中国传

统文化入手了解文化强国战略，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着力弘扬中国精神，让学生在新时期更好的把握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与高校思政课内容相结合，符合课

程思政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的观点也符合新文科发

展的要求和实际。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为适应时代要求,提出了系

列战略和倡议,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新的

课题研究方向,诸如:文化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倡议，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数字中国战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长江经济带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在思想理论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总结了新时代的中国实践,阐

释了中国理念，提出了中国理论。这些战略和思想要求

新形势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能够:( 1)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保

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 服务党和国家

的治国理政，提高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3) 服务文化建设和话语体系构建,增强

文化软实力，提升我国在国际传播方面的话语权。习近

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时

期文科工作明确了路径: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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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提出了要求:继承性，

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立足新时

代,文科科研需要落实“四个服务”,面向科学前沿，面

向国家需求，面向立德树人，以交叉融合，范式转型，

方法创新,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推进理论突破与实

践创新,服务文化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

在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新文科建设作为新时期文

科工作的重点，很显然是十分需要投入和大量的研究和

探索的。新时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取得了巨大成

就,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代背

景下，以引领学术，服务国家，立德树人为基本导向的

新文科建设势在必行，而高校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窗

口课程，更应该结合课程内容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

引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学习热情，因

此对此项目进行研究甚为必要。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当代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认知以及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综合素质方面也

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

认知度不高，高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度不够高，

过度追求创新创业,提高学生就业率,培养新型的职业

人才,忽视了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忽略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课程的设置,课时数量少,课内课外不能有效

结合,导致大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偏少,实践

效差。新时代大学生生活在社会群体中,西方文化不断

渗人中国,冲击着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

再加上大学生自身缺少文化自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遗忘现象，大学生主流价值观迷失。大学生对传统文化

节日,传统文化仪式缺少认同感,在校期间缺少实践体

验,不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专业学习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比重很小，重视专业技术的传授,减少学生

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机会。

思政教学形式枯燥,考核方式单一在高校中思想政

治教育课程基本上以室内为主,有些学校受条件的限制，

走出校园的课堂很少，甚至没有,学校应该重视思政课

堂教学,理论结合实践。现在教育要求以学生为主体,教

师为主导,改变传统的“一本书,一支笔,一节课"的教学

方式,对于传统文化知识只停留在表面上。在思政教学

中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典故言语传教较多,采用

情景剧的形式进行教学,加深对文化的吸收,让学生参

与情景剧的表演，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同时改变考

核方式,不再采用单一的书面考试，多结合学生的实践

体验给与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考核标准。

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修养重要环节在于教师的言

传身教,思政教师自身的业务能力直接影响传授的效果。

在高校里有些思政专业教师自身不重视优秀传统文化,

不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传授到学生中,或者思

政教师.专业水平有限,或者是兼职教师，不能全身心投

入思政教育教学中。

从上述论证中不难看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入

思政课堂十分必要，既符合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总体需要

也可以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了解文化强国战

略，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着力弘扬中国精神，让

学生在新时期更好的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也符

合发展新文科教育的现实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作为每一位大学生都必须学

习的基础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融入思政课堂将

更加有利于学生理解文化自信，更好的自觉培育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基于本土经验的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终将具化为“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能够良好地规范公民行为，凝

聚民族意志，引领社会发展，实现善法和良治，对于塑

造新时代公民产生重要的引领作用。将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体系的建设成果落实到教书育人环节，更是关乎

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

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的培养和塑造，事关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事业。

具体改革内容

在课程体系上，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学校作为教学的组织者也应该做好传统文化

融入思政课堂的准备，完善相关制度，明确目标和方向。

组织有经验的教师组成教学团队，制定与思政课堂有关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课堂的具体教学方案。《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要深入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高校作为传播先

进文化的重要阵地，应主动肩负起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使命和责任。高校思政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是高校育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它既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属性，又具有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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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功能，既承担着立德树人的任务，又肩负着坚定理

想信念，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

要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课程

内容相融合，就必须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思政

课程教学内容之中。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思政

课程教学内容之中，就必须要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蕴含的价值理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内容。基

于此，高校应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价值

理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方面内容，以实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创新。

在此次教学改革实践中，我们主要做了如下尝试：

首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选取和提炼出核心理念，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内容，并将其作为高校思政教育

课程内容的核心内容。其次，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其融入到高校思政课

程教学过程之中，以提升思政课程教学的吸引力。同时，

应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以增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课程内容的实效性。最后，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选取符合学生生活实际和社会发展

实际的教学素材，使其在高校思政教育课程内容中得以

展现和运用，以实现对学生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引导

与培育。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带着目的去教学，有

选择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甄选，抓住思政课的内

容以及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制定教学方案。同时转变

思想模式，增强课堂的趣味性，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

受到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也让学生由“要我学”

向“我要学”转变。同时，学校也制定了相关展示平台，

让教师有舞台展示自己的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思

政课堂的教学成果，并将好的经验进行推广。对于课堂

效果显著的教师进行一定程度的奖励，鼓励各位思政教

师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广者和传播者，不断提高自

己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的能力和本领。

为了保证讲授教师有能力真正完成课程讲授任务，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思政教师自己应充分认识到传统文

化与思政教学相结合的重要性，提高思想站位和认知，

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素养和知识素养。同时以学生

为主体，发散学生的思维，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探索更加

深刻的体会到国家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吸引力，同时增

强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做

到理论联系实际，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参考文献

[1]“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

思政课探析. 荆雯玲.世纪桥,2024(13)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逻辑理路.

杜仕菊;谭秋盈.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4(09)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育人的融合创新.

王晓辉.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01)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三重维度.

赵言秋;陶磊.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05)

[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新时代“大思政课”的三

重维度论析. 陈彬;张发友.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24

(03)

[6]“精准思维”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

政课的融合路径探究. 胡政阳.改革与开放,2024(04)

作者简介：贾婉晨，1995.2，汉族，河南省郑州市，

教师，硕士，郑州经贸学院；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0-LBHIej7QkTaCIoJzCiUE7pxRUs32EusMuaaQU4zNmYC6AOAOzJJ-_1ZkKvX6jACYPsiuT_ihUKbrUUyjpj_0oRQBT8JXPUPMLK_ZZHicW0diiQMxv_XbSRQYTS9bQmHkGKWhJ7G-y4cWpS60GscJFeZc32dY9_heQUivYeFaBw1Wxy0O5rL68W2irjv2hA7R4Y9l4BfJ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0-LBHIej7QkTaCIoJzCiUE7pxRUs32EusMuaaQU4zNmYC6AOAOzJJ-_1ZkKvX6jACYPsiuT_ihUKbrUUyjpj_0oRQBT8JXPUPMLK_ZZHicW0diiQMxv_XbSRQYTS9bQmHkGKWhJ7G-y4cWpS60GscJFeZc32dY9_heQUivYeFaBw1Wxy0O5rL68W2irjv2hA7R4Y9l4BfJ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LJDS/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LJDS/issues/0-LBHIej7QkTaCIoJzCiUBp__NhvkBj2Wd4n0zhyaIy4K4eIz9j3BngyKhSzlfBb?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0-LBHIej7QnnLHsbbOR86Ctyo2fRGpT7fob5MFPbnAQM-1-G40q2iUVbStfkgP5B9lhNSpdDAtPDn1jxWrWK6O73Z0AnEPF8taEW2N08dQJKuUw1Q4cOb3yUd4rP3Y9YxoxJDgZRTJmZh7ZcxAiLpjh-nVitlO5LSNOp9gejfrHfHplxocDd2gNWWKnjRBrCBjCrZ8tWijM=&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WOLF/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WOLF/issues/0-LBHIej7QnnLHsbbOR86GF7L2r9jXNMldE0GvPLTwCnKbWtSbewJ7dRREe7D9Xi?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0-LBHIej7QkjgoFF8xfdqXZiddM-XvsZ-k6GrVmgJvewCl69FP26tAKQd3pDSBmd4IQkBZOYa3RUWjO-c5MvcGySpwVPd4pmpcNKRCRmF0jcdqlmxXdyvGgsF1zCV07yBwxewMzV9CchsoxOgjQP1ucuvGzAIsM-nxTc0BSHojKWuydsZACBHNGdXkzfvOQQPv4291yvOYk=&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HJLL/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HJLL/issues/0-LBHIej7QnnLHsbbOR86JW6lOcrUFTXs29lkUz38LcVtLrCpe-GHaZ3Fj_6Isf7?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0-LBHIej7QkjgoFF8xfdqXZiddM-XvsZ-k6GrVmgJvcDqWQ0kMoyX3OY2K7hEF-O_9jaO--65QA1kEqPeu2SK0wy6p7GSAKN5pp0w7LHnwzgP8Hq8xNXME9Pf-4H1YKxf9w-isSC4bEB_oNV2lnuQotfFC6rl--cpMQ2hFjEEVh0S8eMwqrZZsbj2nXjFH5R3FWIesaFLU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XXDJ/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XXDJ/issues/0-LBHIej7QkjgoFF8xfdqTyZUs13XJgazFVvZIP5Xb__9zJVsTL6NFE_6sCUxiqV?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0-LBHIej7QkjgoFF8xfdqXZiddM-XvsZ-k6GrVmgJvfuOwuSHu8fliZUD-9Zc6kzdR_psFBwHu-Lcwg_x3Eacl92nPBX4iMXVnhGpuXj7N7fDjxHX_eGov_jXgydQUam6bw-VewGuw_Uhhnv2-iquHI3C1ATk61J4abzyq8AMiUcbelBSKXV3uNgvfP2iPzZMHXRMdWcbB4=&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0-LBHIej7QkjgoFF8xfdqXZiddM-XvsZ-k6GrVmgJvfuOwuSHu8fliZUD-9Zc6kzdR_psFBwHu-Lcwg_x3Eacl92nPBX4iMXVnhGpuXj7N7fDjxHX_eGov_jXgydQUam6bw-VewGuw_Uhhnv2-iquHI3C1ATk61J4abzyq8AMiUcbelBSKXV3uNgvfP2iPzZMHXRMdWcbB4=&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HGXB/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HGXB/issues/0-LBHIej7QkjgoFF8xfdqauUftYWvkbYivfeYcc5Xtk79uyVoIMku1CeHpeARSZ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HGXB/issues/0-LBHIej7QkjgoFF8xfdqauUftYWvkbYivfeYcc5Xtk79uyVoIMku1CeHpeARSZl?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0-LBHIej7QlSSE5BNJPvThHON2E89AeZoYZISTZkzFsblA8okN3KwRqaCU7vbmVR7F2gtKaV9ksCCZgcTvEh8_E_M-yOVEhBOwt_WdLzXEJSYsJyBFB8cLKa01B11U7r8NK0rP-od9x8tm58RxvggyaBZW6eJeW7sKAwOMmDxQm3tpSJCppxuboRPlF2cThlptnjwjYKFI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0-LBHIej7QlSSE5BNJPvThHON2E89AeZoYZISTZkzFsblA8okN3KwRqaCU7vbmVR7F2gtKaV9ksCCZgcTvEh8_E_M-yOVEhBOwt_WdLzXEJSYsJyBFB8cLKa01B11U7r8NK0rP-od9x8tm58RxvggyaBZW6eJeW7sKAwOMmDxQm3tpSJCppxuboRPlF2cThlptnjwjYKFI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GGKF/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GGKF/issues/0-LBHIej7QlSSE5BNJPvThWFPFTy5RxAHN0RyFCRy96PngZCqEqPOItZHjHZGAzC?uniplatform=NZKPT

	新文科视域下的高校思政教育课程内容改革思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思政课堂为例贾婉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