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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教育视角下传统文化课程思政的实践与探索
沈懿旻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摘要：老年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乎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

径。近年来，老年大学在传统文化课程思政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通过创新教学模式、丰富课程内容、强化实践环节，取得了显著成效。

本文将从老年教育角度出发，探讨传统文化课程思政的内涵、意义及实践路径，以期为老年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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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教育逐渐成为社会关

注的焦点。老年教育不仅关乎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是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近年来，老年大学在传统

文化课程思政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通过创新教学模式、丰富课

程内容、强化实践环节，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如何更好地将

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提升老年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仍是

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传统文化课程思政的内涵与意义

（一）传统文化课程思政的内涵

传统文化课程思政是指在老年教育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思政课程，通过传授传统文化知识、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引

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他们的思想

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传统文化课程思政不仅关注老年人的知识

学习，更注重他们的精神成长和道德提升，旨在培养具有高尚品德、

深厚文化底蕴的新时代老年人。

（二）传统文化课程思政的意义

1.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文化根基，是老

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传统文化课程思政，可

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给老年人，让他们了解和认同

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2. 提升老年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

传统文化课程思政通过传授传统文化知识、弘扬传统文化精

神，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他们

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这有助于老年人形成积极向上的社

会心态，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3. 促进老年人的全面发展

传统文化课程思政不仅关注老年人的知识学习，更注重他们

的精神成长和道德提升。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实践，老年人可

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提升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促进身心的

全面发展。

三、老年教育中传统文化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

（一）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效果

1.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逐渐

成为老年教育的主流。老年大学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为老年人

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学习途径。在线上教学中，可以运用视频、

音频、图文等多种形式，将传统文化知识生动形象地呈现给老年人；

在线下教学中，可以组织老年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讨论和实践，

增强学习的互动性和实效性。

2. 情境模拟与角色扮演的教学方法

情境模拟与角色扮演是老年教育中常用的教学方法之一。通

过模拟传统文化场景、扮演传统文化角色，老年人可以身临其境

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例如，

在书法课程中，可以组织老年人进行书法创作比赛，让他们在实

践中感受书法的艺术魅力；在茶艺课程中，可以组织老年人进行

茶艺表演，让他们在实践中体验茶艺的文化内涵。

（二）丰富课程内容，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

1. 开设多样化的传统文化课程

老年大学应根据老年人的兴趣和需求，开设多样化的传统文

化课程。例如，可以开设书法、国画、二胡、古筝等传统文化艺

术课程，让老年人在学习中感受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可以开设

中医养生、太极拳等传统文化健康课程，让老年人在学习中了解

传统文化的养生之道；可以开设诗词歌赋、历史典故等传统文化

知识课程，让老年人在学习中了解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

涵。

2. 融入地方特色文化元素

老年大学在开设传统文化课程时，可以融入地方特色文化元

素，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例如，在剪纸课程中，可以引

入地方特色的剪纸图案和技法，让老年人在学习中感受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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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魅力；在茶艺课程中，可以引入地方特色的茶叶品种和茶

艺表演形式，让老年人在学习中了解地方茶文化的独特韵味。

（三）强化实践环节，提升老年人的实践能力

1. 组织传统文化实践活动

老年大学可以组织老年人参加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如书法比

赛、茶艺表演、剪纸展览等，让他们在实践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和

技艺，增强自信心和成就感。同时，这些活动也可以为老年人提

供交流、学习和展示的平台，促进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2.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老年大学可以组织老年人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如为社区居民

提供书法、绘画等传统文化服务，为孤寡老人提供陪伴和关爱等。

这些活动不仅可以让老年人在实践中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还

可以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为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

力量。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学质量

1. 引进优秀师资力量

老年大学应引进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优秀教

师，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这些教师应具备扎实的传统

文化知识和教学技能，能够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

老年人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2. 加强师资培训和管理

老年大学应加强对师资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和

综合素质。可以通过组织教师参加培训、研讨和交流活动，提升他

们的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可以通过建立教师考核机制，对教师的

教学质量进行定期评估和反馈，激励他们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四、案例分析

（一）易门县老年大学的实践探索

易门县老年大学充分发挥政治教育主阵地作用，转变传统教

育模式，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老年教育全过程，着力打造“思政

五课堂”教学体系。他们牢牢把握“政治立校”主线，坚持“开

学第一课”制度，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创新理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治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

同时，他们注重改进传统课堂“讲”和“灌”的教学方式，引导

学员开展互动讨论和交流初心故事和切身感受。此外，他们还充

分利用本土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实地实物、鲜活讲解、互动体验式

的现场教学，组织老年学员开展红色研学活动和学习革命历史等。

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老年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还让他

们在实践中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二）邹城老年大学的实践探索

邹城老年大学立足孟子故里沃土，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们怀揣着对儒家文化

的热爱与传承，把孟子的“老吾老仁爱”精神、孟母母教文化融

入到艺术中，创作了合唱《孟子》《天下孟母》等传统文化歌曲。

同时，他们还开设了书法、国画、二胡、古筝等传统文化课程，

并组织了各类传统文化展演和志愿服务活动。这些举措不仅丰富

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让他们在学习中深入了解和传承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楚雄州老年大学的实践探索

楚雄州老年大学高度重视老年学员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把上

好思政课作为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他们开展了“局长科长进课堂”

思政课活动，邀请州委老干部局局长、科长等走进课堂为老年学

员讲授思政课。同时，他们还注重将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中，通

过讲述红色小故事、传唱红歌、观看微电影等多种形式寓教于乐、

寓学于趣。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老年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

平，还让他们在实践中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五、结论与展望

老年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乎老年

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

径。近年来，老年大学在传统文化课程思政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和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如何更好地将传统文化与思政

教育相结合，提升老年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

问题。未来，老年大学应继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丰富课程内容、

创新教学模式和实践环节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为老年人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的传统文化课程思政服务。同时，政府和社会各界

也应加大对老年教育的支持和投入力度，共同推动老年教育事业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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