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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与路径探索
汤博源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深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工作应得到进一步优化，教师要积极引入新的育人理念、教学方式，以此更好地引发学

生兴趣，强化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水平，提升育人效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当前时兴的教育资源，能够极大丰富高校思政

课教学内容，拓宽育人路径，对学生更全面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鉴于此，本文将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展开分析，并

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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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优秀传统文化经过了时光的检验，更是

古代先民智慧的结晶，它也是当代人滋养灵魂的重要养料。思政

课是一门培养学生道德品质、精神素养的课程，其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有很强的契合度，通过思政课教学，能够为社会培养更多

有理想、有抱负的优质人才，这对高校生的未来发展有极大促进

作用。通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能够有效

帮助教师解决各类问题，丰富思政课知识体系，对高校生的更长

远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

（一）继承传统文化财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极为丰富，其中含有很多人生哲理、

文化故事、行为规范等，对于高校生的未来发展有极大帮助。通

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能够帮助教师进

一步拓展思政课内容，有利于高校生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开

分析，形成更优质的道德素养，也会在无形中促使高校生的传统

文化认知能力、知识探究能力等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能够更好地弘扬、继承传统文化财富，让

优质的精神、思想在高校生身上得以延续。

（二）开发传统文化富矿

通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能够更好

地弘扬其中的文化精神，有利于开发传统文化富矿，为高校思政

课教学工作提供助力。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中

时，我们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将高校生的实际需求与传

统文化进行对比，从而摒弃其糟粕，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掘出更多

符合高校生成长所需的新思想、新文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思政课教学中发挥价值。

（三）培养传统文化富人

通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中，能够促使高校

生更好地成长，教师应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

内容，这样方可培养更多文化富人，让高校生能够深刻把握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质思想。此外，通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思政课教学中，能够让高校生结合传统文化处理当前的很多思

想问题，还能在无形中促使高校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得到进一步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能够让高校生更好地从

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使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帮助高校生

形成更强的文化自信，培养更多文化富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教学设计

（一）突出高校生主体

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时，应保证

高校生的课堂主体地位。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工作时，

可以从高校生的实际问题入手，针对他们的发展需求展开分析，

借助思政课帮助高校生形成更高水平的探究精神、思政素养，

促使其更全面发展。思政课教学的本质在于，帮助高校生进一

步优化自身思想，在开展教学设计工作时，教师可以寻找思政

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点，避免高校生需求与教学

内容脱节的情况出现，这样才能让高校生在思政课学习中形成

更优质的品质。

（二）优化教学形式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是一个常态化的

过程，教师应将优秀文化与思政课教学工作更紧密结合，不断提

升教学工作的深度，从而各个方向、角度对思政课知识内容展开

分析，这样才能提升教学效率。在思政课教学中，教师要做好引

导工作，组织高校生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让高校生在

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学到更多为人处世的道理。高校生通过学习

思政课知识，能够大幅提升自身思辨水平，其明辨是非能力也会

得到进一步发展。教师在开展中华优秀文化融入思政课的教学设

计时，应做好优质教学形式的引入，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教

学意图，提升育人效果。

（三）关注教学评价

高水平的教学评价能够让教学设计工作变得更为完善，帮助

教师更好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中，让教学工作

实现一种正向循环。为此，在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

政课教学工作的评价时，我们除了可以对高校生的思政课知识掌

握情况、理解水平等展开分析，还可对高校生的综合素养、道德

品质展开评价，这样能大幅提升高校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水平，

保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中的效果。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

（一）问题导向法

通过在教学中引入问题，能够更好地让高校生对思政课知识

展开更深层次的学习与探究，这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一般来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

类：一方面是基于高校生需要具备的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类的问题。

此类问题的主要作用在于引导高校生认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

值。比如，在儒家思想中，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

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等名句。通过引导高校生对这些语句进行分析，

能够让他们逐渐明白励志、奋进、家国情怀等优质思想，这对其

未来发展极有益处。

另一方面是高校生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品鉴问题。针对此类

问题，教师应引导高校生展开更为科学的分析，促使其更好地理

解其中蕴含的道理。比如，“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就是让人们

知道，凡是可以靠近仁德，能够和其他国家建立良好邦交的人，

才能算是真正的国宝，这也可以让高校生明白，只有为人身正，

才能更好地与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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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作为高等教育中的一项重要教学手段，对于全面考

察和提升大学生的知识理解和应用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

开展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应聚焦其教育意义，确保案例内容

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深度融合，以此引导学生深入挖掘案例背

后的道德意蕴和法律知识，进而培养其优良的道德品质。

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案例分析应追求“一例多解”的教学效

果，鼓励学生从多维度对同一案例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充分吸收

案例中的知识精华。例如，在探讨“国家”情感的表达时，我们

发现不同时代背景下，表达方式各异。儒家思想倡导通过修身养

性来实现家庭和谐，进而达到国家安定、世界和平的理想状态。

而诸葛亮则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展现了个人对国

家的无限忠诚和奉献。案例分析还应实现“一例多问”的教学目标，

即从多个层面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以“程门立雪”

的典故为例，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案例激发学生提出问题，并引导

他们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讨论。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能够帮助学

生更深层次地理解传统文化故事中的丰富内涵，从而促进其全面

成长。

此外，案例分析还应注重“一例多悟”的教学策略，即鼓励

学生从不同视角对知识进行认知，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解。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思考案例，产生新的认识和

感悟，从而有效促进其思维能力的发展。

（三）观点辨析策略

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开展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引导高校学生积极构建自身的知

识体系，这对于他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观点

辨析的过程中，辩论是关键环节，它能够促进学生深化对知识的

理解。通过辩论，学生能够逐步洞察传统文化中不同观点的优劣，

辨别哪些观点对自身学习有益，哪些观点需要批判和摒弃。此外，

我们不仅要培养学生辨别知识和观点的能力，还要注重培养他们

的分析能力，使其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种观点进行分析和判

断，从而在辩论中做到逻辑严密，形成独立的思政知识体系。

例如，《诗经》中的“夙夜在公”以及贾谊在《治安策》中

提出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思想，都能够引导高校学生深

入理解传统文化中关于家国情怀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正是在

这些优秀思想的熏陶下，我们的国家得以持续发展和壮大。在思

辨的过程中，学生可能会发现，整体主义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有

着不同的诠释。我们应当警惕，避免被阶级统治者误导，防止个

人私利对思想的侵蚀，真正理解“为人民服务”的真谛，明确统

治者与人民的关系，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吸收传统文化，对所

学知识产生更深层次的认识。

（四）重视研讨交流

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的同时，我们应积

极引导高校学生在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开展对传统文化与现代

知识体系的比较研究，这不仅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而且对于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在开展研讨交流的过程中，

我们应着重展现高校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其核心在于激

发学生之间的思想火花。例如，鉴于高校学生正处于充满活力的

青春时期，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梦想着手，结合孟子的“独善其身”

理念，进行深入的探讨与分析，从而帮助学生深化对所学知识的

理解。

在研讨中，众多高校学生提出了多元化的观点。在这一过程中，

学生们的思维得到了有效激活，促使他们对所学知识进行更为深

入和系统的整理，并以此作为理论武器，批判性地审视他人的观点。

同时，通过倾听他人的意见，学生能够逐步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

实现对知识的再认识，产生新的洞见。在高校学生研讨交流的过

程中，教师应确保研讨主题的明确性，并符合思想政治课程的教

学目标。例如，针对上述观点，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深入分析，

引导学生从“励志”角度进行探讨，这种精细化的解读方式能更

好地帮助学生将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从而围绕相关主题表达

个人见解，避免空泛和无目的的讨论，确保学生观点的针对性和

实用性。

我们必须重视对研讨交流的总结与提升。研讨过程能够激发

学生主动参与思想政治知识学习的积极性，促使他们进行更深入

的思考，但对观点的总结往往不够全面。因此，我们应积极引导

学生对研讨成果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帮助他们更全面地理解知识。

例如，针对“独善其身”这一观点，尽管学生持有多种看法，我

们仍可以通过总结，让学生领悟到至少两个重要道理：一是任何

观点和判断都有其特定的前提条件；二是要注重古为今用。通过

这种方式，我们能够教会学生辩证思考，帮助他们理解独善其身

与责任担当之间的内在联系，促进其道德素养的进一步提升。

（五）点评引领策略

为了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效果，特别是在弘

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重视并做好相应

的点评工作。这样的点评不仅有助于大学生们更深入地理解和领

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还能促进他们对思想政治课程中涉

及的传统文化元素有更深刻的认知和更广泛的探索。通过这种有

针对性的点评，学生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从而明确未来的发展目标和方向。这样的过程将使他们能够将所

学的思想政治课程知识转化为指导自己行为的准则，最终培养成

为既有道德修养又有专业能力的新时代优秀人才。

例如，为了帮助大学生们培养良好的品质，我们可以引入儒

家思想中的“行己有耻”这一观点，以此来丰富和拓展思想政治

课程的教学内容。如果大学生们能够具备羞耻之心，他们就会对

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从而避免做出不当的行为。

这种自我约束的能力将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加全面和健康的发展，

使他们在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方面取得显著进步。通过这样的教

育方式，我们不仅能够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能够为

社会培养出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四、总结

综上所述，若想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

的效果，我们可以从问题导向法、案例分析法、观点辨析策略、

重视研讨交流、点评引领策略等层面入手分析，以此在无形中促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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