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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节日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及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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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军工程大学，陕西 西安 710025）

摘要：随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提出，高校思政教育也迎来了改革的新契机。在此背景下，如何更为有效地开展思政教育，培养学

生思政素养，已经逐渐成为困扰教师的难题之一。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将其渗透到思政教育之中，

不仅能够有效丰富思政教育内容，提升思政效果，同时还能够使他们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心，增强他们民族

自豪感，从而为他们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对此，本文就中华传统节日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以及实践路径进行简要分析，希

望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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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历经千年发展，逐渐延续和流传下

来的优秀民族精神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同一条无形纽带，

将中华儿女紧密相连在一起。无论身处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

都能够在传统节日中感受到其中的文化元素和民族情感。这些优

秀传统节日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人文精神。例如，春

节强调家庭和睦、团圆，中秋则体现了对家人的思想以及对美好

的向往；清明节则体现出对故人的哀思等。将其融入高校思政教

育之中，不仅能够有效地丰富思政教育内容，激发学生兴趣，使

他们感受到传统节日文化魅力的同时，还能够潜移默化地对他们

的思想、观念以及认知进行教育，帮助他们塑造良好的品格，从

而为他们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的内涵以及特点

传统节日文化依托节日这一平台，展现出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具体现在饮食习惯、活动形式以及民族文化等方面，这些不仅是

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具体呈现，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和文

化元素。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历经千年的发展，经受了时

间长河的冲刷，如今，传统节日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

彰显出我国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国家情感。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

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具有继承性特点。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

最早起源于农耕文明，人们对大自然怀揣着敬畏、尊重的态度，

根据太阳、月亮的生落以及四季轮换交替开展生活生产。因此，

很多传统节日也大都与季节、节气有着紧密的联系。人们根据节

气变化，开展农耕作业。古代自然环境恶劣，人们“聚族而居”，

逐渐形成了团结合作的良好传统。人们对大自然十分崇拜，因为

大自然的变化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从

古代开始，人们开始通过仪式活动祭拜天地，祈求上天能够施于

馈赠，希望能够获得风调雨顺、身体健康。久而久之，这些仪式

活动逐渐发展成为固定时间的节日活动。春节是最早的祭神祭祖

活动。传说舜即位后，他经常带领自己的手下官员在农历正月初

一开展祭祀活动，祈求上天能够保佑自己的国家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保佑自己的子民能够健康幸福、衣食无忧。这些祭祀活动

逐渐被后人所继承下来，并不断赋予其时代意义，从而逐渐发扬

光大。这些祭祀活动同时也在民间广为流传，然而民间的祭祀活

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祈求上天保佑国家繁荣昌盛，而是逐

渐变成了庆团圆、享美食、送祝福、祈病消等，一直延续至今。

其次，具有包容性特点。一种节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

社会的经济发展、人们的精神信仰以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

中华大地面积广阔，各个地区的地形地貌各不相同，同时存在多

种不同民族，各个民族在逐渐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相互合作，

逐渐形成了蕴含丰富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优秀民族文化。中华

优秀传统节日文化是中华各个民族逐渐交融后形成的。例如，蒙

古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以游牧狩猎为生，这与中原文化

存在着鲜明的差距，饮食习惯、衣着习惯等都与汉族存在着很大

的区别。然而在长期的沟通和交流过程中，蒙古族过年也逐渐开

始“流行”包饺子，汉族也逐渐开始喜欢吃手撕羊肉、喝羊汤。

正是由于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具有强烈的包容性特点，这使得各个

民族的文化得以繁荣发展，和谐共生。

最后，具有人民性特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

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同样，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的创造者

也同样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

创造出传统节日文化，并对其进行不断完善。传统节日文化在形

成之后又反过来作用于人民群众，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提

供指导，给予人民强大的精神支撑。人民群众不仅是优秀传统节

日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其传承者和实践者。传统节日文化传

播的主要载体就是人民群众，他们在日常的生活、生产实践过程

中逐渐受到传统节日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从而自身的思想、观念

以及行为将会发生变化，这使得传统节日文化不断被继承和发展，

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被注入新的内涵和价值。

二、将传统节日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价值分析

（一）构建观念和价值

现今，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

提升和强化。在物质极度丰富的今天，对于高校学生的精神建设

同样刻不容缓。随着信息技术被广泛地应用，各种信息通过网络

高速传播，各种思想、言论以及生活态度相互碰撞，这将会给社

会经验薄弱，判别能力较差的高校学生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必

须对他们进行思政教育，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构建正确的观念

和价值认知。而传统节日文化渗透在其中，可以更好地引导他们

构建一个良好的精神世界，帮助他们构建正确的观念和价值。

（二）提升综合素养

在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优秀的道德品

质和人文素养，这些内容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过时，放在当前的教

育之中依然无法掩盖它们的光彩，这也是当前高校学生必须具备

素养之一。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渗透传统节日文化，可以很好地帮

助他们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人文精神，在未来迈向社会中的工

作岗位时，提升极大地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三）扩充思政资源

经过笔者实践调查发现，在以往的高校思政教育实施过程中，

育人效果并不明显。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内容并不

丰富。而将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与思政教育进行融合，能够有

效地丰富思政教育内容。传统节日文化中涵盖着大量的优秀的精

神和品质，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将传统节日文化渗透在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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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通过深度挖掘，可以极大地发挥出传统节日文化的实用

价值，帮助他们深化思政教育理解，进而提升育人实效性，从而

帮助学生更为有效地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以及认知。

（四）强化文化自信

丰富的传统节日文化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自信的根本，一

个人的自信更应该体现在文化自信上。在 2014 年的中央政治局第

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会议强调：“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现今，文化自信教育已经成为高校正在积极处理的工作之一。将

传统节日文化与思政教育进行有机融合，不仅可以推动思政教育，

同时还能极大培养学生文化素养，帮助他们深化民族文化的理解，

帮助大学生积极构建正确的人生观念和价值认知，提升他们的文

化自豪感和自信心，领悟到自身承担着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和使

命，促使他们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节日文化，这对于高校

学生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传统节日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创新路径

（一）营造良好氛围，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当前，在立德树人背景下，思政教育已经逐渐成为高校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为了帮助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

观念以及认知，塑造良好品格，促进全面发展，高校有必要将传

统节日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之中，借助传统节日文化的丰富内涵，

以此丰富思政教育内容，拓展思政教育形式，提升思政教育效果。

对此，高校应：

首先，高校应做好顶层设计。高校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传统

节日文化的育人价值和意义，并根据高校实情，制定一系列科学

系统的传统节日文化渗透规划，确保其渗透到高校教育教学的各

个环节之中，实现全面覆盖，以此，拓宽思政教育面积，为提升

思政教育效果奠定基础。同时针对不同阶段、不同专业的学生，

要根据学生成长特点，制定详细且行之有效的教学计划，因材施教，

以此提升思政教育实效，确保学生对传统节日文化能够深入理解

和掌握，从而促使他们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帮助他

们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

其次，高校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为

学生营造一个充满优秀传统节日文化的校园环境，从而为学生健

康生活和快乐学习奠定基础。对此，高校可以积极组织和开展传

统节日主题活动，比如说春节联欢会、中秋诗词会、中秋赏月、

端午划龙舟等活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在丰富他们校园生

活，激发他们兴趣的同时，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传统节日文化，感

受传统节日的魅力，从而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此外，高校还

可以利用校园媒体，比如说校广播站、校园官网、官方微博等，

积极宣传与传统节日相关的信息，比如说传统文化背后的历史故

事、传统文化的演变过程、传统节日的现代含义等，以短视频、

文章以及图片等多种方式呈现出来，以此激发学生观看兴趣，提

升他们的文化自信心；同时，高校还可以鼓励学生社团和相关的

学生组织，积极参与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活动，引导学生

们从多个维度去分析和研究传统文化，以此强化他们认知；总之，

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积极营造良好校园文化氛围，帮助学生们

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传统节日文化， 增强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

为他们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引入课堂教学，提升思政教育实效

为了促使学生顺利继承和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强化学生文化

自信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认知，教师可以将

其引入到课堂教学之中，以此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兴趣，提

升课程教学效果和思政教育效果。例如，教师可以将传统节日文

化引入到思想政治课教学之中，通过讲述传统节日背后的历史故

事、民俗文化，使学生在了解传统节日的同时，更好地了解马克

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引导学

生们开展课堂讨论，通过讨论：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合

的意义、作用以及途径等，以此帮助他们更加深入地掌握马克思

理论知识，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同时有效促进学生思

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发展。同时，还可以将传统节日文化融入专

业课程教学之中，在充分考虑学生学情以及学科特点的同时，通

过优化教学设计，深挖课程内容等方式，提炼其中的传统节日文

化元素和思政教育，在传授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对他们

渗透传统节日文化和思政教育，以此提升思政教育实效。例如，

在开展服装设计专业教学时，教师可以将中国华服日、上巳节等

传统节日分享给学生们，并向他们介绍这两个传统节日背后的历

史故事、活动形式以及文化内涵，通过这样的方式，以此丰富教

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将传统节日文化渗透给学生们，

以此促使他们形成认真、负责、创新、奋斗等优秀品格。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为学生成长提供保障

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渗透传统节日文化过程中，教师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此，为了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帮助学生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思政教育实效。

高校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教师培养体系，积极对教师的专业素养以

及教学水平进行强化，提升他们的教学能力，革新他们的教学理念，

强化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以此确保传统节日文化与思政教育

的顺利融合。同时，高校有必要加强教育管理工作，定期对教师

的备课工作进行监督和检验，对其评分，并将评分与教师的绩效、

评优挂钩，以此提升教师备课工作积极性，为提升传统节日文化

渗透效果奠定基础。此外，高校可以组建专门的教学研究团队，

将专兼职研究人员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围绕思想政治教育以

及传统节日文化进行创新研究，对各个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

专业指导建议，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教学内容和具体方式，建

立科研反哺教学的长效机制，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推进。邀

请名师来校开展讲座，以此强化教师的认知，提升他们的教学水

平和专业素养等。

四、结语

总之，传统节日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精神以

及思政元素，将其渗透到高校思政教育教学之中，对学生开展思

政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高校以及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好它

的抓手作用，运用新思维、新思路打造全新的育人体系，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和价值认知，提升他们的道德素养和综合

能力，促进学生更好地成长，为他们未来发展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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