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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探究
高璇

皖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芜湖，241002；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课在价值逻辑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且在内容上相互契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既可以提高高校思政课的实效性，也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同时还能

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更多精神养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首先要用好课堂教学

的主渠道，同时也要协同其他教育载体，利用好校园、网络和社会中的各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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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

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

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

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
[1]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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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课在价值逻辑上具有

高度一致性，且在内容上相互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思政课的铸魂育人提供了重要养分和有力支撑。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意义

高校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除了具体知识的传授，它更加关注的是如何培养学

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担当意识，如何把我

们的大学生培养成拥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的新时代青年。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

其中蕴含着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道德理念等能够极大的

丰富高校思政课的内容，其多元的形式也更易引发学生

的兴趣。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如何传承

和创新的问题，将其融入高校思政课，可以使思政课成

为其传承的一个载体。

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推动了高

校思政课的改革，有利于提高高校思政课的亲和力

和实效性。

长期以来，许多高校思政课就存在着教学形式单一、

教学内容不够贴近生活、教学效果不好，缺乏亲和力，

学生不爱听的情况。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可以有

效的破解这些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非常丰富、多

元的表现形式，比如典故、戏曲、绘画、建筑、舞蹈、

刺绣、习俗等。通过恰当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资

源作为素材，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让理论变得更加可

亲，更加易于被接受。同时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了解进一步加深，也有利于让他们坚定文

化自信。比如我们在讲生态文明时可以引入先秦孟子弟

子录 的《寡人之于国也》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

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

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以此来说明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做到可持续发展。

并且通过这一案例也可以让学生看到中国古人在人与

自然关系处理上的智慧。在讲述爱国主义情怀时，我们

可以引入陆游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

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

讲到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时可以介绍六尺巷的由来，

让学生了解张吴礼让典故，汲取中国古人的智慧。

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利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性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被传承，也需要被创造性转

化，才能使之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高校思政

课是一门必修课，有明确的学时学分要求，在全校各专

业学生中都要开设，因而如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其中，就能让学生在思政课的课堂中受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熏陶，使其得以传承。并且新时代大学生思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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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乐于接受新鲜事物、视野开阔，当他们在思政课课

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后结合新时代的实际、将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

结合起来，运用新时代新的媒体平台和新的技术等便有

极大可能自觉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发

展。并且思政课还有实践教学部分，通过行走的思政课、

微电影等活动的开展，设置与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相关的

主题，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生思考和探索。

1.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为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更多的精神养

分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

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强调“促进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爱国情怀、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但根据中国科学心理研

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22 年大学生

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大约21.48%的大学生可

能存在抑郁风险，45.28%的大学生可能存在焦虑风险。

如何让大学生拥有良好的身心健康，进而成为能够担当

起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呢？我们可以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比如我们可以引入张载的“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来激励学生勇担历史使命，谱写青春华章。用卧薪尝胆

这样的典故来勉励学生遇到挫折要勇敢面对，刻苦自励，

发奋图强。借鉴《论语》中的君子之道来教导学生如何

成为新时代的谦谦君子。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面临的困

境

虽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具有重要

意义，但由于思政课教师的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部分

学生政治素养欠缺、学校推动“大思政课”的意识不足

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

面临困境，效果也大打折扣。

1.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学科背景主要是马克主义理

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不够深入也不够广泛，

极大地影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入高校思政课。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入思政课，首先必须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所涵盖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能够

体会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内涵、价值观和审美情趣，之后

才能找到将其与思政课融合在一起的最佳结合点，进行

教学设计。然而由于我们高校思政课教师日常的教学和

科研以及参与的各类培训往往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

理论或者是一些具体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导致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内容了解并不广泛，也不够深入。

因而，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政课结合的时候也觉

得力不从心，不知从何入手。

2.部分学生政治素养欠缺，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效果不够理想。思政课的教学除了课

堂的理论讲授外，还有专题设置的实践教学活动，需要

学生极大地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但部分学

生由于专业背景的限制亦或是学习中存在的懒散心态、

功利心态等因素，使得他们的政治素养不足，在让他们

进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实践教学活动时，可能

会偏离思政课的要求。

3.学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的意识

缺乏，构建“大思政课”的意识不足，各种资源没有得

到充分利用，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往

往局限于课堂，效果不够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

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大思政课”的

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仅依靠思政课教师是不够的，

还需要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参与，通过充分调动学

校和社会的资源，可以使我们的融入方式和活动更加丰

富。但是当前许多高校还没有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思政课的意义，对利用校园和社会资源重要性的认

知也不够。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既要通过课堂

教学的主渠道，同时也要协同其他教育载体，利用好校

园、网络和社会中的各项资源，充分扩宽融入路径，使

中华传统文化更深层次的融入高校思政课，这既能提高

思政课的魅力又能促进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和健全人

格的形成。同时伴随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的加深，

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心也会得以增强。

3.1 深化教学改革，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

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更加系统地学习知识，那如何

在思政课的课堂教学中有效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呢？一是，我们必须抓住思政课教师这一关键。首先，

通过线上和线下的培训，提升思政课教师的传统文化素

养。教师是课堂教学的设计者、组织者和主导者，只有

他们首先具备了比较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

才能使这种融入变成可能。其次，组织集体备课，群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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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力，一起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政课的契合点。

再次，可以设立相关课题或者组织相关教学比赛，激励

思政课教师更加自觉主动地去进行相关的教研活动。二

是，在教学中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能动性。可以设置专题开展实践教学让学生了解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让他们调查了解家乡的历

史文化故事和历史文化人物，然后撰写调查报告，制作

PPT 在课堂上给大家讲述，这让他们既对自己家乡的历

史文化底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增强了自豪感，又能深

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

3.2 挖掘校园文化资源，用好校园小环境

校园是大学生生活时间最久的空间环境，我们要善

于从其中挖掘素材和资源，让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首先，重视校训的作用。校训是师生共同遵守的基本行

为准则与道德规范，往往一所大学的校训既体现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观和社会观，同时也体现了思政课

中我们对于时代新人的要求。其次，有效发挥校史馆的

作用。校史馆展示了学校的办学过程和不同时期学校的

面貌，它既是学校的发展史，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变

迁的一个缩影，同学们借此可以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自信。另外在校史馆学生们还能了解到一代

代校友为学校发展和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从他们的身上

获得激励。再次，营造积极向上，奋勇拼搏的校园氛围，

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3.3 甄别信息，用好网络大平台

网络成为了当今大学生重要的生存空间，是学生获

取信息和与他人交流沟通的重要平台，我们必须重视这

一平台。首先，网络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相关资源和便捷的获取方式。比如我们可以通过

央视网观看《典籍里的中国》、《非遗里的中国》等节

目，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哲学思想、道德观、精湛

的传统技艺等。同学也会在网络上了解到《唐宫夜宴》、

《只此青绿》等精彩的国风节目，看到现代技术与传统

舞蹈技术的结合。其次，网络提供了大家随时随地学习

交流的平台。在现代技术的支撑下，可以建立线上学习

小组。教师可以给大家推送有关的学习视频和理论文章，

使教学可以延续到课后，而学生有了心得体会也可以在

小组群里发表出来，大家共同讨论。同时还可以通过实

行打卡机制让学习常态化，可持续。最后，需要注意的

一点，网络在提供丰富资源的同时，也掺杂了一些低俗

庸俗媚俗的文化，以此在网络上博眼球、赚流量，而一

些敌对势力则会利用一些热点事件来制造对立、分裂社

会或者凭借其经济科技上的优势对学生进行思想渗透。

教师必须引导学生识别和分辨这些信息，不要让学生被

网上别有用心的言论带偏了方向。

3.4 整合社会资源，用活社会大课堂

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我们要让

资源流动起来，让课堂移动起来。首先，我们可以邀请

和引导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者走进校

园，宣讲和传播研究成果，思政课教师和学生都能开阔

视野，从中获得收益。其次，带领学生走出校园、走进

社会，参观博物馆、文化馆、文化胜地等。让学生用自

己的眼睛、耳朵真真切切地看到凝聚了中国人民智慧、

传承了中华民族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审美的的件件文

物，做到“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

学生在这种沉浸式教学中所受到的触动肯定比单纯的

靠思政课教师在课堂上讲授、通过网络在视频中看到所

带来的触动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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