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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理论与实践 
侯方叶子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乌鲁木齐  830099) 

摘要：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是民族的血脉和根基。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精神支柱，对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三观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校园是培养未来国家所需人才的重要基地，新时期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校园是开展现代化教育的一项重要举
措。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接受传统文化，助力自身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未来实现全面发展目标奠定坚
实基础。基于此，本文将重点研究在新时期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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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聚成的一种能够更好

地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国家发展过程中各种思

想、理念的总体表现。传统文化具有多种特点，比如历史悠久、

内涵博大精深等。将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教育活动中，能够优化

教育结构和内容，让我们在接受专业知识的同时，对我们思想

上也有着一定的教育意义。作为大学生，我们是未来社会发展

的保障，经过优秀传统文化的洗礼，无论是思想和专业能力都

将得到全面提升，更好地为社会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1.新时期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校园的意义 
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道德价值观，它是

一个民族的根和魂。让我们在校园中接触并学习传统文化，可

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了解祖先的智慧和成就，能够激发同学们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

任感。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道家

思想提倡自然无为和天人合一，这些都对个人品格的培养有着

重要影响。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践

行这些道德准则，从而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形成良好的品格和道

德素养[1]。 

让传统文化走进校园，是对文化传承的具体实践。在信息

化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播面临诸多挑战，校园作为教育的主阵

地，可以发挥重要的传承和创新作用。通过教育体系的引导，

传统文化可以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传统

文化教育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传授，更是综合素质的培养。通

过学习书法、国画、古筝等，同学们的审美能力、思维能力和

创造力都能得到提升。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形式和哲学思想，可

以开拓同学们的视野，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2]。传统文化教育具

有普及性和包容性，不同背景的学生都可以通过学习传统文化

找到共鸣点。这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减少文化隔阂，增进社

会和谐。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仁爱精神，也能够引导我们

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更好地与他人相处，共同建设和谐社会。 

2.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中的教育现状 
近年来，许多学校在中华文化教育方面存在一些明显的不

足。这些不足不仅影响了同学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也使得传统文化的推广效果不尽如人意。许多学校在课程设置

上，虽然可能会提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却缺乏系统

的、具体的传统文化课程。即便有一些零散的传统文化内容，

也往往未能系统地组织和推广。我们在校期间，能够接触到的

传统文化知识非常有限，更谈不上深刻地理解和认同。例如，

传统节日的文化背景和习俗，经典文学作品的赏析，古代历史

事件的深度解读等，都应成为传统文化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现实中这些内容往往被忽视，或者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提

及，未能形成系统的教育体系[3]。传统文化的学习不仅需要课堂

上的讲授，更需要通过丰富的课外活动来增强同学们的感性认

知和实践体验。然而，目前许多学校在这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

我们的课外活动安排过于单一，实践机会少，导致我们在课堂

之外接触和体验传统文化的机会非常有限。另外，教学模式的

单一和枯燥也是一个大问题。许多教师在讲授传统文化时，仍

然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缺乏互动和生动的教学手段，难以

引起学生的兴趣。我们在课堂上感受到的只是单纯的信息输入，

缺乏主动思考和探究的空间，长期下来自然会对传统文化的学

习产生抵触情绪。 

3.新时期优秀传统文化走进院校的实践措施 
3.1 把握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质 

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

无数能人志士以他们的智慧和辛勤劳作，创造了无尽的财富，

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

富多样，它不仅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方面，还涵盖

了道德伦理、社会制度、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深入了解和把

握中华传统文化的实质，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这些宝贵的精神

财富，具有重要的意义。孔子的《诗》《书》《礼》《乐》是儒家

学派的经典著作[4]。这些经典不仅是古代文学和历史的珍贵遗

产，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

总集，记录了先秦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生活；《书经》则是中

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反映了古代的政治制度和哲学思想；

《礼记》详细记载了古代礼仪制度，展示了中国传统的礼教文

化；《乐经》虽然大部分已经失传，但其所代表的音乐文化在古

代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身为中华儿女，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不

断学习和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和理解这些

文化的精髓，在现代社会中加以创新和发展，使其焕发新的生

命力。在校园中推广中华优秀文化，应当从培养同学们对中华

民族精神的深入了解开始。教育者应当引导我们认识到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使我们树立文化自信。通过各种形

式的文化活动，如经典诵读、传统节日庆祝、文化讲座等，让

我们在实际体验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3.2 在教学实践中渗透传统文化 

将优秀传统文化走进校园，不仅是为了让同学们了解祖国

的灿烂文化，更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认同感。

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教师的引导和教育政策的支持，还需要教学

内容和实际操作的有机结合。历史课程是传统文化的天然载体。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讲述历史故事、分析历史事件等方式，

将忠孝义、爱国主义等传统美德渗透到课程中[5]。例如，讲述岳

飞的精忠报国精神，不仅可以让同学们了解宋朝的历史背景，

还能感受到岳飞忠诚于国家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当今社会依然

具有重要意义。政治课程同样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渠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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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入儒家思想中

的民本思想、法家的法治理念等，帮助同学们理解国家治理的

深层次文化背景。例如，讲解社会和谐时，可以引用“和为贵”

的思想，让我们在理解政策的同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智慧。

学校也可以组织各种传统文化主题活动，如书法比赛、国学讲

座、传统节日庆祝活动等。这些活动不仅能丰富我们的课外生

活，还能让我们在实践中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6]。还可以参观龟

兹石窟壁画博物馆，龟兹，是新疆地区的古都之一，位于古代

丝绸之路交通要冲，是西域曾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

心，是中原汉唐、印度、波斯、希腊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虽

然历经千年，龟兹古都消失了，但它的文明印记却被保存了下

来。其重要代表之一就是龟兹石窟壁画艺术。以龟兹石窟壁画

为代表的龟兹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

是新疆多种宗教多元文化并存的有效实证，也是新疆与祖国内

地始终历史相沿、人文相关、根脉相连，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

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有力史证。通过参观龟兹壁画博物馆，

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是对国家历史

的一种更加全面地了解。 

3.3 结合校园实际引入文化元素 

在推动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学校可以组织各种丰

富多彩的文化元素活动，使同学们不仅能够在课堂上学习传统

文化知识，还能在实际活动中体验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汉

服，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服饰的代表，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还能直观地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学校可以组织学

生穿民族服饰的活动。每个地区的民族不同，结合当地的民族

特色，体验当地民族服饰，例如新疆维吾尔族的艾德莱斯绸、

藏族的藏服、满族的旗装等，弘扬各地区的民族文化，体现民

族团结[7]。 

文言文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

深刻的思想内涵值得同学们深入学习和体会。举办文言文朗读

比赛，可以帮助同学们提高文言文的理解和朗读能力，增强语

文学习兴趣。先在班级内进行初赛，选拔优秀选手参加年级或

校级复赛。这样不仅增加比赛的层次感，还能激发同学们的竞

争热情。在比赛前，邀请专业的语文老师或朗读专家为同学们

进行培训，讲解文言文朗读的技巧和注意事项，提高同学们的

朗读水平。设立不同等级的奖项，表彰表现优秀的学生，激励

他们继续努力学习和传承文言文。通过这种比赛形式，同学们

在准备过程中会反复练习文言文朗读，不仅提高了语文学习水

平，还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8]。 

最后也可以邀请传统文化专家或学者来校举办讲座，是一

种有效的文化传播方式。讲座内容可以涵盖中华文化的各个方

面，如传统节日：介绍中华传统节日的起源、习俗和文化意义，

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古代名人：讲解古代文学家、思

想家和历史名人的生平事迹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传统艺术：

展示和讲解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如书法、绘画、戏曲、剪纸等。

通过讲座，同学们可以系统地了解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拓宽

知识面，增强文化自信。 

3.4 利用现代化技术传统优秀传统文化 

随着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学校可以利用网络和多

媒体等现代技术条件，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同学们的学习和

生活中。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还

能潜移默化地提高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感。现代学生

大多熟悉互联网，并且对网络上的多媒体内容具有很高的兴趣。

学校可以建设一个专门介绍和推广传统文化的网站，定期更新

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包括文字介绍、图片展示、视频讲解等。

同学们可以通过登录网站，自主学习和了解传统文化的各种知

识。开设线上传统文化课程，让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可以随时随

地进行学习。课程内容可以涵盖历史、文学、艺术、礼仪等多

个方面，既有知识的讲解，也有实践的指导。利用微信、微博、

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传统文化相关的短视频、文章和图

片，通过生动有趣的内容吸引同学们关注和参与。 

多媒体资源的丰富性和互动性，可以有效增强传统文化的

传播效果。学校可以在课余时间或特定时间段，利用校园网络

和多媒体设备，播放传统文化相关的视频。例如，可以播放关

于中国传统节日、民间故事、传统艺术的纪录片和教学视频。

在学校的电子图书馆中，增加传统文化相关的电子书和有声读

物，方便同学利用碎片时间进行学习[9]。校园中通常设有多个公

开屏幕，如电子公告牌、教学楼和图书馆的显示屏等。这些屏

幕不仅可以用于通知和广告，还可以成为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在公开屏幕上定期播放传统文化的内容，包括古典音乐、

诗词朗诵、传统节日介绍等。这样，同学们在校园生活中随时

随地都能接触到传统文化。定期策划和展示不同主题的传统文

化内容，如“中华传统节日月”“古典诗词鉴赏周”等，通过主

题展示吸引同学们的关注和参与[10]。通过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

和多媒体资源，学校可以在课余时间为同学们提供丰富多彩的

传统文化内容，增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校园是一种社会发

展趋势，同时也是学校优化教学内容，助力同学们实现全面发

展目标的重要举措。大学生作为未来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不

仅要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同时也需要在思想上有所提升，这

样才能够满足新时代对大学生综合素养的要求。在将优秀传统

文化引入校园的过程中，需要把握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质、在教

学过程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还需要积极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

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推广。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中发挥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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