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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思政课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融合的实

践探索 
谭珊珊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成都  610213） 

摘要：研究分析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思政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融合模式，剖析了其理论根基、现实价值
与实践途径，总结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意义，提出了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改革、实践教育优化及师资队伍建设等具体实施
路径。将优秀传统文化纳入思政课程教学范畴，有效拓宽课程内涵，显著提高教学成效，亦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与道德修养层次，
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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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与传统文化同根同源，是国家文化软

实力的核心支撑，在新时代之际，实施中华传统文化创新转化
举措，构成文化自信的关键路径，高职院校作为高技能人才培
养的关键平台，思政教育（思政课）对学生价值观塑造及人文
素养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课程
教学相结合，是课程内容拓展、教学效果优化的关键手段，亦
为推广中华文化的核心途径。 

一、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院校思政课中的价值与意义 
（一）增强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由优秀传统文化支撑，承载着深厚的

文化积淀与独特的价值理念，将传统优秀文化纳入高职院校思
政课程体系，引导学生全面洞察中华文化的长远历史与丰富文
化底蕴，进而增强文化认同与自豪之文化归属感。研读传统文
化中的经典，诸如《论语》与《孟子》，并探究传统节日与礼仪
习俗，学生能更直接地领悟文化本源，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认同。文化认同对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与文化认知观念具有正
面效应，亦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与爱国意志，夯实新时代青年
文化自信发展的基础基石。 

（二）提升道德修养 
传统文化所蕴道德伦理资源，涉及仁爱、礼仪、诚信、责

任等伦理范畴，为高职院校思政课程提供素材支撑。将传统道
德观念与思政课程教学相结合，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与道
德观念体系。儒家学说所强调的“仁者爱人”及“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等教诲，引导学生形成关爱他人与遵守社会规范的
习惯；道家“道法自然”观念促进学生形成生态和谐共生的生
态观，学生在日常活动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道德
素养与人格风采，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典型。 

（三）丰富教学内容 
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课程相结合，极大地增补课程内容，

赋予课程生动性与多样性，进而唤起学生的探索热情。在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授课阶段，引用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的爱国
传奇，引导学生领略家国情怀的感召力；在分析社会责任感内
涵之时，引用范仲淹名言“先忧后乐”，培养学生对责任与担当
的全面把握，采纳传统文学、艺术及哲学资源，思政教育可摆
脱传统教学束缚，更贴近学生实际生活，更具吸引力与影响力。
该教学策略能够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水平，亦能让他们在学习
中发掘新的兴趣点，增强学习积极性与自主性。 

（四）促进创新能力 
将“双创”精神与传统文化元素相融合，纳入思政教学体

系，显著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技能水平，指导青年将传
统与现代生活相融合，在坚守文化核心的基础上，促进创新实
践，引导学生加入传统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项目，将传统手工
技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相汇通，研发蕴含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

实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的研究课题，探讨数字化背景下
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应用创新。此类实践显著提升学生的动手操
作与问题解决技能，亦增进其创新思维及团队协作素质，助力
他们未来职业道路的多样化选择，依托“双创”理念的实施，
学生能更深刻地领悟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赋予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新的生命力。 

二、高职院校思政课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融合的实践
探索 

（一）课程内容创新 
在高职院校思政课程领域，课程内容创新是传统文化与“双

创”融合的核心支撑点，将《论语》《孟子》等传统经典纳入教
学体系，非仅作引用，进行系统化解读与深度挖掘，将传统经
典中的哲学、伦理和社会智慧与现代社会发展及学生实际相结
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构成《论语》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
此原则亦引导学生探索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方式，进而
提升其道德素养与公共责任感，《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的论断可与现时民主法治思想相汇通，增强学生对国
家治理中人民根本性角色的理解，提升公民素养，采用此方式，
传统文化经典摆脱了抽象教条的束缚，转化为学生易于理解和
遵循的行为规范，大幅增强课程吸引力与实用性。 

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塑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思政课程体系，
属课程内容创新的关键焦点之一，各地均显现各自的历史文化
特质，将地方文化资源与思政课程相结合，课程内容更贴近学
生生活实际体验，实施爱国主义教育课程讲解，以地方历史名
人的事迹为鉴，诸如岳飞、文天祥等历史楷模，引导学生领略
家国情怀的感召力。地方性传统节日与民间艺术可纳入课程核
心内容，在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际，结合地方传统美德
故事案例，分析地方文化遗产与现代价值观念的契合性，课程
内容得以拓展，亦培养学生对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感，让他们体
验本土文化的独特风采。 

创新课程内容应强化时代性与实用性的双重意义，随社会
前行，思政课程内容应紧跟时代步伐，同步捕捉社会发展的新
趋势与问题焦点，在传授生态文明知识之际，参照传统文化“天
人合一”的核心理念，引导学生探索现代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发展路径。课程内容应强化其实用性属性，培养学生
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习惯，在实施职业道德教育计划时，引
入传统文化“诚信为本”“敬业乐群”等核心理念，培养学生未
来职业道路的正当价值理念，采用课程内容创新方式，思政课
程显著增强其思想引导力，亦作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
键途径， 为新时代青年培育文化自信的基桩。 

（二）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方法革新是思政课程吸引力和实效性增强的关键路

径，运用案例教学法实现传统文化故事与思政课理论的结合，
案例教学深化理论洞察，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授课阶段，以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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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的爱国事迹为教学实例，引导学生领略
家国情怀的感召力。该教学途径显著提升了课堂趣味性，显著
提升学生的思维及问题解决能力水平，案例教学可结合当前社
会热点话题，使学生借助传统文化智慧，对问题进行系统分析
与解决，在教授社会公平正义议题时，综合传统文化“均贫富”
“和为贵”等教义，引导学生探讨现代社会实现公平与和谐的
有效手段。 

情境教学法是教学方式改革的关键步骤之一，采用角色扮
演及情景模拟等途径，使学生体验历史事件与文化的现场吸引
力，在儒家思想教学实施阶段，可模拟孔子与弟子对话的图景，
让学生各担一角，开展角色模仿，本教学活动显著提升了学生
的参与积极性，亦促进学生全面记忆课程内容。情境教学可借
助多媒体技术，采用视频与音频等多媒体手段展示教学内容，
增强课堂的生动性与吸引力，在教授中国传统文化节日之际，
实施视频及音乐放映，体悟节日气氛，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内涵，实施此教学方法创新，思政课程已突破理论讲授的局限，
转化为互动与实践主导的学习路径，显著增强了学生的兴趣与
学习积极性。 

教学创新应关照学生个别化需求，学生个体差异显著，教
师应针对学生实际需求，灵活变动教学手段，擅长理论学习的
学子，宜多运用辩论与讨论途径， 激发思维积极性；实践技能
较强的学生群体，应多实施案例分析与情境模拟方案，提升动
手操作水平。采用此特定教学方案，教师更切合学生需求，增
进教学成效，教学方法改进需强化与现有技术的整合，采用在
线教学平台及社交媒体，实行线上线下混合教育模式，增强学
习灵活性及便利性，实施教学方法的升级，思政课程吸引力与
实效性得到明显增强，亦能增进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水平，
确立全面发展的根基。 

（三）实践教学优化 
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实践环节是其纽带，思政课与优秀传

统文化的“双创”融合，其价值不可忽视，实施学生文化遗址
与博物馆参观活动十分必要，实地考察实践，学生得以接触丰
厚的文化遗产资源，诸如故宫博物院、秦始皇兵马俑等，实地
观察有助于学生视野的拓展，亦培养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自
豪感。在故宫博物院参观之际，学生得以直接一睹中国古代建
筑的雄伟与雅丽，领略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参观秦始皇兵马
俑展览，学生可鉴析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辉煌成就，增强民族
自豪心，活动成功点燃了学生的探索欲望，引导学生主动探索
相关知识领域，养成积极学习习性。 

实施传统文化主题的社会实践乃关键一环，引导学生投身
非遗保护与宣传领域，亦可通过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推广传统文
化参与体验，借助此类实践，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汲取传统文化
知识，亦培养其社会担当与团队协作精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范畴，学生可涉足调研、记录与宣传等各个阶段，全面实
践文化遗产保护各阶段。此经历对学生实践技能的提升具有积
极推动力，亦让他们在服务社会实践中洞察传统文化的价值核
心，学生可投身于社区传统文化普及活动，向社区民众普及传
统文化知识，提升居民的文化自信认同力，依托此类实践，学
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亦提升其社会责任感与奉献理
念。 

实践教学改进需与专业教育相辅相成，高职院校学生普遍
展现出较强的实践技能及职业需求倾向，实践教学应与专业特
色相契合，实施活动安排，旅游管理专业学生范畴，可安排学
生参与文化旅游项目的策划与实施活动；对设计专业学生而言，
可鼓励学生投身于传统文化元素的创新设计活动。依托于这些
专业实践，学生技能水平得到有效增长，亦增进对传统文化的
认知与认同，实践教学优化需与社会发展相吻合，可联合地方

政体与文化实体，实施传统文化主题的实践项目，服务社会过
程中实现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实施实践教学优化项目，学生
将学术知识与实际情境相配合，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确立全面发展的根基。 

（四）师资队伍建设 
构建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思政课程与传统文化“双创”融

合顺畅实施的核心要素，学校应优先实施思政课教师的传统文
化教育计划，增进教师的文化底蕴与教学实力，培训内容超出
了理论知识的范畴，亦应纳入实地调研、现场观摩等多种学习
途径。实施教师参与传统文化研修班及邀请专家专题讲座等方
案，增进教师对传统文化精粹的把握，并精通将之有效纳入教
学实践的路径，依托此类培训，教师专业境界得到拓展，增强
教学技艺，增强课程互动性，学校可安排教师加入传统文化学
术研究行列，促进教师研究成果的公布与分享，增强教师学术
影响力层级，采用此手段，教师得以提高其专业水平，亦为课
程内容创新提供理论根基。 

专家学者的教学介入，是优化教学手段的有效方法，该领
域专家具备坚实的学术根基，且普遍累积实践经验，借助其讲
座、研讨及客座教授身份，为学生提供专业且权威的课程资源
支持， 邀请学者剖析《论语》《道德经》等古代哲学经典，亦
或邀请非遗传承者进行传统手工艺演示，极大地提升了课堂教
学的多样性，运用此途径，有效提升课程水平，亦为学生创造
全新学习体验，唤起学生的求知欲与学习热情，学校可实施与
传统文化研究机构的合作，构建长期教育联姻，提升教师与学
生学习资源量。 

师资队伍建设应强化团队协作与资源共享的实践，学校可
集结教师力量，协同研制课程素材，交流教学心得，塑造良好
的教学气象，应定期实施教学研讨， 邀请教师交流教学案例与
教学心得，相互汲取经验，学校当打造教学资源互通体系，集
聚并共享卓越教学资源，优化教学成果产出，采用团队协作与
资源共享路径，教师教学水平持续攀升，增强教学水平，依托
师资队伍的打造，实现思政课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整合，培
养出既具文化底蕴又具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青年一代，铸就坚
实阶梯，助力全面进步。 

结语 
思政课程与传统文化创新在高职院校教育中实现整合，为

思政教学成效提升的核心手段，亦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
弘扬的必然路径，实施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改革、实践教
学优化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探索方案，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在
思政教育中的育人价值，强化学生的文化自信及道德水平，应
加强思政课程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合，保障德才兼备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的稳固后盾，强化对相关研究与实践经验的归纳，为
高职院校思政教育改革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借鉴。 

参考文献： 
[1]赵亚洲. “大思政课”视域下地方师范院校思政课实践

教学体系研究 [J]. 科教文汇, 2025, (04): 53-56. 
[2]魏乐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探赜 

[J]. 大众文艺, 2025, (04): 162-164. 
[3]杨玉娇,江峻任,陈仕杰. 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

教学的困境与突破路径 [J]. 大众文艺, 2025, (04): 183-185. 
[4]吕云涛,焦璇. 高校思政课依托重要节日与纪念日开展

浸润式实践教学研究 [J]. 秦智, 2025, (02): 13-15. 
[5]黄江玲. “三重文化”融合下的思政新篇章——探寻高

校思政课的文化根基与灵魂引领 [J].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25, 20 (01): 93-100. 

作者简介：谭珊珊（1996-），女，汉族，四川达州人，硕
士，助教，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