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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学的实践探究
杨　红　邵　婧　林　洁

（福州英华职业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1）

摘要：本研究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学中的融入策略与实践路径。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学的价值，

包括增强文化自信、丰富教学内容、激发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同时，也指出了当前面临的挑战，如文化认同感的缺失、教学方法的

单一性、课程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的脱节、师资队伍专业化不足以及评价机制的不完善。为应对这些挑战，提出了创新教学方法、优化

课程设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建立有效评价机制等策略。研究强调了利用信息技术和建立反馈机制的重要性，以提升教育的互动性和

实效性。总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学的实践意义，为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现代意识的人才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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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汹涌浪潮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华

夏民族的精神内核与文化根基，对于培育青年学子的文化自尊与

价值观建构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独特功能。然而如何巧妙地将这笔

深厚的文化遗产融入到高校的思政教育之中，以应对现代教育的

复杂挑战与殷切诉求，已然成为教育学界亟需破解的议题。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不仅积淀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智慧结晶，如哲学

观念、伦理标准、艺术精髓，更蕴藏着适应时代变迁的创新思维

与实践才智。将其有机地纳入高校思政教育体系，有望提升学生

的民族归属感、历史使命感，同时加深他们对社会伦理规范与行

为准则的精微洞察。目前高校思政教育在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方面遭遇多重困境。教学模式的刻板、学生积极参与的匮乏以及

对文化身份认同的淡漠。这些障碍不仅妨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深度融合，亦削弱了教育的吸引力与实效。因此本研究探析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融入路径与实践成效，为

锻造兼具深厚文化素养与广阔国际视域的新世纪青年提供理论支

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学的价值

（一）培养文化自信与道德教育

探究高校思政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价值，最重要

的是培育学生的文化自信心。此自信心源于对民族文化的深度认

知与认同，作为民族精神的基石，它对塑造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及

社会责任感至关重要。诸如“志在千里”和“国家兴衰，人人有

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然对当代学子发挥着深远的启迪功

能，既点燃他们的民族荣誉感，又滋养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与敬

重。思政教学的道德构建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了宝贵的

教育资源。儒家理念尤其是关于仁德、礼法、诚信与智慧的教诲，

对学生品德养成起到了导向作用。将这些传统伦理观念融入教学，

有助于塑造学生的正确价值观与完善人格特质，进一步地培养出

胸怀崇高理想、勇担社会责任的公民。再者诗词歌赋、笔墨丹青

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体，既是艺术表现形式，亦富含深厚的道

德哲学内涵。学生在领略此类文化之美时，潜移默化地受到道德

熏陶。此种教育途径有助于构建学生的全局视野与人生观，为他

们的道德根基打下稳固的基础。

（二）教学内容与方法的丰富性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至高校思政教学，既可扩充教学内

容的广度，亦能催生新颖的教学策略，使之更加符合学生的现实

需求与兴趣焦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入为思政课程铺设了广

阔的知识脉络，赋予了深厚的文脉底蕴。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蕴藏的历史叙事、哲理思维及伦理观念，为思政教学贡献了丰

富的实例和研讨话题，进一步地增强教学的互动性和实效。其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驱动了教学手段的革新。以学生为中心、

强调参与性的教学模式逐渐替代了单向传授的传统方式。借助案

例解析、情境模拟、群体研讨等手段，学生得以更透彻地探究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义及其价值。再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

还促进了多元化的评估体系，可与学生的文化实践活动相辅相成，

以考察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与运用的能力，全面体现学

生的学习成就，同时激发他们更为主动地投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学习。

（三）社会责任感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学不仅增进了教学素材与

策略的多样性，更在培育学生的公民责任意识和革新思维上展现

显著效能。以“修齐治平”为代表的文化理念，提倡个体成长与

社会、民族命运的和谐统一。融入此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于

思政教育，有助于塑造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激发其为祖国和社会

进步担当的主动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但不保守

固化，反而在历史演变中持续吸纳新内涵，展示出旺盛的活力与

创新品质。将传统与现代教育相融合，能够启迪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从古典艺术的美学、哲学智慧到科学技术的卓越贡献，皆可成为

孕育创新能力的沃土。以探究古代创新案例为例，学生能从中领

悟创新之道，为应对当代挑战提供灵感。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蕴含的实践经验，诸如农耕技艺、建筑美学等，为提升学生的实

践技能提供了宝贵教材。参与诸如传统节日庆典、手工艺制作等

实践活动，使学生得以将理论付诸实践，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实践技巧，更强化了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归属感和传承意识。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学的挑战

（一）学生文化认同感的缺失

文化归属感流失的困境突出体现于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匮

乏，情感认同度低，甚至滋生出偏颇的看法和错误的认知。部分

大学生在多样的文化碰撞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呈现

弱化态势，直接影响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政课堂的深度融合

成效。文化身份认同的淡漠不仅阻碍了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价值观的深刻理解和接纳，还可能削弱他们在遭遇异域文化时的

甄别力和抵御力。这种缺失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高校思

政教育中难以充分发挥其育人的效能，难以点燃学生的民族自尊

心和文化自信心。再者文化认同的匮乏易使学生产生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误读和成见，进一步地影响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研习和传承。这些误解和偏见可能在学生群体中营造出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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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环境，文化认同感的缺失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

思政教育的主要障碍。要求高校从教学内容、方式及评价体系等

多个层面进行创新和改革，以强化学生的文化认同，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有力传承与繁荣发展。

（二）教学方法与课程内容的局限性

常见的思政教学往往过于倚重理论的阐释，却在以鲜活、交

互的方式演绎方面显得力有未逮，此单维度传授模式难以为学生

点燃学习热情与提升参与意识，致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吸

引力显得薄弱。内容构建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合常显零散

且缺乏连贯逻辑，阻碍了学生构建起完备的知识架构和深远的文

化洞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政课程中常被边缘化，未能得到

应有的关注与深度剖析，碎片化的教学策略不利于学生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全方位把握与内化。再者课程中部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内容未能与学生的日常生活体验产生紧密联系，故难以

触动学生的共鸣，影响其学习的积极性。这种隔阂削弱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的可能性。制约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的创新路径和多元形态，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个体

需求与兴趣差异。

（三）师资与评价体系的挑战

在高等教育的思政教育实践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遭

遇的困境同样体现在教师队伍建设和评估体系两个层面。首要难

题在于教师专业化程度不高，教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

关键角色，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直接决定了教学成效。不过当前不

少高校的思政课教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和素养方面显得力

有不逮，削弱了他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课程有机结

合的能力。教师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运用能力亟待强

化，这对提升教学质量构成实质性挑战。同时高校在跨领域教学

研究上的探索力度不足，导致能娴熟驾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

政课程融合策略的教师凤毛麟角。其次评估体系的结构性缺陷不

容忽视。现行教育评价模式过分偏重理论知识考核，却轻视了对

学生文化身份认同及实践技能的评价。此类评价方式不足以全面

体现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领悟与应用，也抑制了学生学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再者评价体系的单一性阻碍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化。对学生的文化认同和实践能力缺乏科

学的评价标准，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

功能未能充分发挥。这一局限性，既制约了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深度探究，也桎梏了教师教学创新的空间。

三、融入策略与实践路径

（一）教学方法与课程内容的创新

教学方式的革新亟需挣脱单维度说教束缚，转而采纳更具

互动性和参与性的教学模式。借助实例剖析、团队研讨、情境

模拟等手法，可强化学生的感知体验与参与热情，进一步地助

其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认知与感悟。课程内容

的创新则主张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教育理念相融合，定

制兼顾学生兴趣与教育目标的课程设置。诸如将古代寓言、历

史人物事迹、哲学观念巧妙编织进教学大纲，让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接触与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课程内容应紧密关联

学生的现实生活情境，提升其实用性和吸引力，以激发更深层

次的学习动力。通过构建全面的课程架构，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融入与思政教学的各个层面，确保学生能系统性地研习

与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师资队伍建设与专业发展

高校需锻造一支兼具深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与娴熟现代

教法的教师团队。团队需对古代文化具备深刻洞察与探究，且能

以富有趣味性及互动性的教学方式传递知识。故此高校应强化教

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修，增进其专业造诣与教学技艺，以期

他们能巧妙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课程相融合。同时宜倡

导教师尝试与创新多元教学策略，如运用个案剖析、小组研讨、

角色扮演等手法，以提升教学魅力与实际成效。借助此类方法教

师可引导学生深入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地巩固其文化

归属感与价值观。同时还可构建跨学科教学团队，鼓励不同学术

背景的教师共同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策划与执行，以实

现跨领域的协同育人效应。为激活教师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高

校需设立有效的激励制度，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领域卓有

建树的教师予以嘉奖。此举既能增强教师的职业满足感，也能吸

引更多才俊投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事业。此外高校应着力引

进和培育具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的师资，通过招聘、研习、

学术交流等途径，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构筑稳固的人才基石。

（三）利用信息技术与建立反馈机制

数字纪元的曙光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新的路径和

交互空间。借助网络教育平台与数字化资源库，诸如在线课程、

虚拟文化展馆、电子图书馆等，可为高校学子铺设广阔的传统知

识探索之路。多媒体教学工具如影音资料、动漫演示、互动程序等，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变得栩栩如生，增进理解的直观性。

在此同时，应构建一套严谨而全面的反馈系统。涵盖对学生学习

成果的客观评价、教学内容与方式的深度反思，以及对教育情境

和资源的持续优化。通过周期性的问卷调查、个别访谈、课堂观

察等手段，汲取师生的宝贵建议，及时优化教学策略。依据反馈

机制所揭示的实况，及时灵活调整教学  大纲，使其更贴合学生的

兴趣与需求。

四、结语

在高校的思政教育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充实了

教学内涵，赋予其深厚的历史及文化底蕴，更为学生奠定了坚实

的文化自尊与自信。这种融合使学生在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社会

的交汇中，培育出强烈的民族自觉和担当意识，同时激发其创新

思考与对社会的深切责任感。此外，它亦促使学生现代化的解读

传统伦理，促使他们在全球化文化交融中保持清醒的批判性思维，

确立独立的价值取向。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为学生提供了理解与

传播中国文化的独特视角，助力他们在国际平台上展现中国文化

魅力。将这一文化瑰宝融入思政教育，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

的文化遗产，以及在全球文化大观园中彰显中国智慧与方案，扮

演着无可取代的角色。这一举措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

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具有长远而

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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