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教育前沿                                                                             

 7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融合价值与路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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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

校思政课的融合，以期达到丰富思政课程内容、传承民族文化、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之目的。通过整合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思政教学方式，开展文化实践活动，并建立文化育人的长效机制，力求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政教育相融合，

培养具备国际视野且深刻理解民族文化的新时代青年。此研究对于推动高校思政课创新及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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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历经千年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汇聚了深邃的哲理与人

生智慧。作为塑造学生三观的关键课程，高校思政课需探索如

何精妙地融入这些文化瑰宝，为其注入新的活力。本研究致力

于深入解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紧密联系及其融

合意义，力求开辟一条实用有效的融合之道。期望在充实思政

课程内容的同时，能够传承民族文化之精髓，提升学生人文素

养，培育出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融合价值 

（一）丰富思政课程内容体系 

历经千年的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深邃的哲理与

智慧，宛如璀璨的瑰宝。将这些文化精髓融入高校思政课，不

仅让课程内容更为丰富多彩，也赋予了思政课鲜活的生命力。

当教师深情讲述孔子“仁爱”之道时，巧妙地穿插“孔融让梨”

的动人故事，如此课堂，必然引人入胜，令学生陶醉其中。与

此同时，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对传统文化进行全新解读，展

现了思政课的时代性[1]。现代角度阐释“和为贵”的理念，引领

学生深刻领悟和谐社会之真谛。此举既提升了思政课的时效性，

又强化了其针对性，使之更加贴近学生实际需求。再者，深入

探寻传统文化的宝藏，为思政课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案例。

无论是岳飞那感天动地的报国故事，还是《红楼梦》里折射出

的社会百态，均可成为思政课堂上的热议话题。学生在热烈的

讨论中，不断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与领悟。 

（二）传承弘扬民族文化精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仁爱、诚信、礼义等核心价值

观，乃是中华民族历经千年的精神之根。在高校思政课堂上，

这些深厚的价值观占据了举足轻重的教学地位，更是塑造学生

正确世界观的基石。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与研讨，学生

将更透彻地领会价值观的精髓所在，进而滋养出对民族文化的

深沉热爱与由衷自豪。这份自豪感，无疑会极大地提振学生的

民族自信心，更将点燃他们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的热情与决心。

而倡导学生将传统文化的瑰宝融入日常，实为文化传承的生动

实践。穿汉服、品茶韵、习书法、绘国画，每一种活动都让学

生深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推动其更好地传承与

光大。 

（三）提升学生人文素养水平 

研习古典文学与艺术精品，对提升学生人文素养至关重要。

在高校思政课堂上，教师应引领学生欣赏、剖析并解读《诗经》

《楚辞》中的瑰丽诗篇及唐宋八大家的经典之作，以此陶冶学

生的审美情操并提升其艺术修为。同时，教师应指引学生探寻

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深层联系，进而拓宽其知识视野，延展

其思维深度。将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今的生态文明建

设理念相比较，可使学生更深刻地领悟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要义。思政课还肩负着培育学生人文关怀精神的重任。通过关

注社会现象与人性需求，教师应引导学生塑造崇高的道德品质，

并激发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切的人文关怀，对学生个体的

成长意义重大，是推动社会持续进步的不竭动力。 

（四）培养全面发展时代新人 

传统文化对于学生品格的雕琢与综合素质的提升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将传统文化教育巧妙地融入高校思政课程中，能

够全方位地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审美品位以及创新能力。通

过探索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旨在培养出既富有创

新精神、实践能力，又具备国际视野的青年才俊。此外，传统

文化教育的熏陶还有助于学生塑造完善的人格和积极向上的生

活态度。深受传统文化智慧与价值观的熏陶，学生将能更加理

智地面对人生的起伏波折，以乐观的心态追逐个人的梦想与目

标。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实践路径 

（一）整合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深度融合中，有

效整合文化资源显得尤为关键，不仅彰显了公众对文化传承的

尊重，更实现了教育资源的高效配置[2]。首要之务，是广泛搜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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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梳理与思政课内容紧密契合的传统文化素材，如经典文献、

历史故事及名人传记等，它们深藏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与人生智

慧，可为学生提供深刻的精神滋养。经过精心设计与融入，这

些素材能够转化为思政课堂中的生动案例，助力学生更透彻地

理解理论知识，同时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同时，必须着手构

建一个内容全面、易于访问的传统文化资源库。该资源库应囊

括多元化的资料形式，如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以方便教

师和学生随时查阅与学习。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力量，可以打

造一个交互性强、多媒体融合的资源平台，使学生能更加直观

地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魅力。此外，与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

的紧密合作也至关重要，它们作为传统文化的宝库，藏有大量

珍贵的文物与典籍。通过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可以为学生提

供更多实地学习与体验的机会，让他们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独

特韵味。这种合作模式还将进一步提升这些文化机构的社会影

响力，实现资源共享与互利共赢。 

（二）创新思政课程教学方式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结合探索中，创新思

政课程的教学方式是为了顺应当下教育的新趋势，更是为了点

燃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引领他们深刻理解和珍视这份文化

瑰宝。为实现这一目标，可巧妙融入多媒体教学，借助 PPT、

视频等现代教学工具，以更加直观、生动的方式展现传统文化

的丰富内涵。例如，利用高清视频重现传统艺术的精妙绝伦，

或通过 PPT 细腻描绘历史故事，从而让学生更直观地领略传统

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互动式教学也是提升学习兴趣的关键。

通过组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多元化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

与到课堂中，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在热烈的小

组讨论中，学生们可围绕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展开深入探讨，

畅所欲言、相互启发；而角色扮演则能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验

古代文化场景，从而对传统文化有更加真切的感悟。此外，还

应邀请文化名家、学者前来开设讲座或选修课程，在他们的悉

心指导下，学生将能够更深入地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层价值，从

而培养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与自豪感。 

（三）开展文化主题实践活动 

为使学生直观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应组织学生造访

历史文化遗迹与博物馆。在这些历史与艺术的殿堂中，学生可

以亲眼见证历史的印迹，亲手触摸文化的脉搏，从而更深刻地

体会传统文化的深不可测与广泛博大。此外，身临其境的体验

还能激发学生对历史文化的崇敬，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

感和文化自信。除了实地探访，还可以策划传统文化知识比拼、

文艺表演等多元活动，以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认识。

这些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展现传统文化的精髓，让学生在轻

松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这些活动也为学

生提供了自我展示的舞台，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和个人

素质。更进一步，应积极鼓励学生投身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

实践中，如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通过亲身参与，

学生将能更深入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核，并培养起对传统文化

的责任感，逐步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推广者。 

（四）构建文化育人长效机制 

在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探索之旅中，构

建文化育人的长效机制至关重要。此机制的构建不仅有助于传

统文化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更能保障教育的连贯与深

入，旨在培育出文化底蕴深厚且思政觉悟高的新时代青年[3]。为

实现该目标，建立完善的课程体系成为首要任务，该体系需巧

妙地将传统文化教育与思政教育相融合。在课程设置时，应强

调二者的相互交融，使学生在思政课程中同时领略中华文化的

深邃与博大。精心策划的课程内容将引领学生深刻领悟传统文

化的精髓，从而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此外，加

强校园文化建设对构建该机制同样重要。通过营造校园内浓厚

的传统文化氛围，如设立文化宣传栏、举办讲座与活动，让学

生在无形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定期评估传统文

化与思政课的融合效果也必不可少。这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

积累经验，并据此调整教学策略，进而提升教学质量，确保文

化育人机制的持久与有效。 

结语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既传承和弘扬了传

统文化，又是对思政课程的一次革新。通过深挖传统文化的深

厚教育价值，不仅能极大地丰富思政课程内容，更能点燃学生

的学习激情。此外，此举还将有助于培育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

文化自信，全面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及综合素质。未来，应持

续探寻融合的新方法与路径，以期在高校思政课中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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