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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课”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建设与
实践研究

孙雅雯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0）

摘要：“大思政课”倡导构建一体化、专业化和协同化思政教育机制，打造高校思政教育新高地，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政治素养和道德素养。

而在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中，教师要做好顶层设计，明确思政育人和教学目标，全方位渗透传统文化教育；开发互联网智慧

教育资源，构建传统文化数字化教学资源库；课堂中生动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德，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程实践中

组织如“重走唐诗之路”“华夏故事听我讲”等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实践活动，让学生身体力行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深化“大思政”

课程改革，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与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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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民族精神与气节，

而学习传统文化有助于塑造大学生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

观，有利于增强其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与此相对应，《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更要与时俱进，立足大思政背景，积极

构建一体化、协同育人新体系，运用新媒体、线上教学平台等渠

道弘扬传统文化，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坚持理论与实践

相统一的教学原则，组织如“重走唐诗之路，寻访诗路故事”“华

夏故事听我讲”“中华传统才艺大赛”等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

深化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激励其传承、弘扬并创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大思政课”背景下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的

必要性

（一）有助于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对本

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使他们自觉肩负起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责任。高校传统文化教师要发挥课程优势，以“德智体

美劳”为维度，讲好“立德篇”“启智篇”“健体篇”“审美篇”

和“勤劳篇”，为学生全面、深入且生动的展示传统文化，让他

们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远大前景，激发他们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从而增强其文化自信。

（二）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把中华民

族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融合，打造了独树一帜的中国式价

值观，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弘扬社会正能量、增强民族凝聚力。

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中涵盖了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思想，

其倡导的“仁者爱人”“道法自然”“以法治国”“天下为公”

等价值诉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友善、和谐、法治与

公正高度契合，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悟，

提升其道德素养，为国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才。

（三）有助于增强思政育人实效性

随着“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思政教育逐步渗透到高校各

个专业、各门专业课教学中，构建协同新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课程要发挥自身优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注重加强文化实

践活动，善用社会大课堂，拓展课堂教学内容，提升高校思政教

育质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师要积极渗透劳动教育、工匠精神，

组织“诗路行吟 美善之教”“华夏故事听我讲”等实践教学活动，

全方位最大限度发挥传统文化的思政教育价值，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成为“大思政课”的有机组成部分，打造协同育人新模式，

提升思政教育育人实效性。

二、“大思政课”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原则

（一）坚持价值引领

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要发挥思想政治价值引领

作用，要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理念开展教学与实践，弘

扬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塑造大学生三观提供价值引领，还要带领学生回归文

献典籍，体悟经典，为“洋节日”、网红文化降温，唤醒学生对传

统文化的认知与热爱，体现课程思政价值引领的重要地位。

（二）体现层级递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要体现螺旋上升的特征，划

分不同阶段传统文化教育目标，例如第一阶段课程主要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绪论与植根土壤为主，让学生对源远流长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初步认知，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第二阶段主

要以周易、儒家、道家、墨家等传统哲学思想为主，深化学生对

传统文化“所以然”的认知；第三阶段以传统文学、传统艺术、

传统科技为主，强化学生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与工匠精神。《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要坚持层级递进原则，既要体现课程

教学内容的递进关系，又要组织难易不同的教学活动，让学生由

浅入深接受传统文化，深入浅出体悟传统文化，从而提升课堂教

学质量。

（三）坚持实践导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要坚持“知行合一”的原则，

不仅要讲好理论知识，还要组织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实践活动，

让学生身体力行地感受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从而激发其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例如组织学生重走唐诗之路，进行诗路行吟，

讲好华夏故事，让学生通过古今对话加深文化体验，或寻访非遗

传承人，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工匠精神，或深入乡村

体验农耕文明，弘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的劳动精神，

激励学生积极参与乡村振兴与环境保护，使其积极回报国家、回

报社会。

三、“大思政课”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建设与实

践策略

（一）优化课程顶层设计，发挥传统文化育人价值

首先，高校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顶层设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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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课程每个章节教学重难点，把地域文化融入课程顶层设计中，

既可凸显课程教学亮点，又可丰富课程教学内容。高校可以组织

教师对教材进行深入分析，明确课程教学和育人目标、章节教学

目标、社会实践目标和教学评价标准等，明确课堂教学重难点，

细化课堂教学环节，从而提升课程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可以把劳

动教育作为“勤劳篇”教学目标，从节令物候、勤修力行两个维

度出发，讲解中华民族农耕文明发展历史，介绍我国养蚕纺纱、

兴修水利等历史，让学生了解中国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和政治制

度对传统文化形成、传播和传承的影响，从而加深其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理解。其次，教师还可以制定阶段性教学计划，围绕

章节教学主题来制定教学方案，分配好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比例，

让学生全方位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例如教师在“审美篇”教

学中，可以把中国审美、工匠精神与家国情怀作为课堂教学重点，

围绕这三个重点制作微课，利用精美的视频展现我国陶瓷烧制工

艺、书法国画艺术和篆刻艺术，弘扬非遗技艺，再组织学生体验

国画、书法和篆刻艺术，加深学生文化体验，发挥课程全方位育

人价值。

（二）开发互联网优质资源，构建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教学成为高校教学改

革热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要与时俱进，积极开发

互联网优质教学资源，构建数字化教学平台和教学资源库，提升

备课质量，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学习传统文化。第一，教师可以浏

览 MOOC 在线开放平台、学习通等平台的传统文化相关教学视频，

学习名师教学技巧，搜集优质教学案例，并对这些案例进行二次

创作，进一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第二，

教师可以针对性学习 985 和 211 院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

教学视频，搜集、下载优秀教学案例，再结合本校教学需求，制

定个性化教学方案，构建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方便本校师生浏览、

下载。第三，搭建智慧平台，加强高校间联动，教师应加强与其

他高校的交流与协作，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还可以利用智慧

教室，与其他高校进行交互课堂，实现互联、互动、互享，进一

步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教学质量，让大学生在多样化

的教学与体验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和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三）弘扬中华民族美德，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要积极渗透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蓬勃的生命力，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他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为道德准则，

从而提升大学生道德素养。例如教师在讲解“健体篇”与“启智篇”

时，可以渗透“格物致知”“生生为仁”思想，让学生了解中国

传统民俗节庆文化，培养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学生来自

五湖四海，代表了不同地域文化，教师可以引导他们介绍家乡传

统节日，展现祖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节庆文化，鼓励他们畅所

欲言，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例如有来自福建学生分享家乡茶文化，

介绍了茶叶的起源、各类茶叶特点，还现场演示了泡茶技艺，有

来自安徽的同学介绍了家乡的黄梅戏，讲解了戏曲的发源与流变，

并展示了一段《天仙配》唱腔。这一环节可以让学生感受人民团

结、民族繁荣的氛围，也展现了核心价值观中民主、和谐的重要

性。此外，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观看《大国工匠》纪录片，让学

生了解各个领域的大国工匠，弘扬中华民族工匠精神、劳动精神，

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与敬业精神，鼓励他们学好专业技能，用劳

动创作美好生活，书写最美青春故事。

（四）组织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师要积极组织传统文化体验和

学习活动，打造“知行合一”育人模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育时代新人。例如教师在“审美篇”教学中，可以带领学生了解

中国传统文学、非遗艺术，让他们了解独具特色的古诗词、篆刻、

书法、国画、刺绣等艺术，呈现传统文化多姿多彩的一面，进一

步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热爱。第一，教师可以邀请本校

书法、国画老师参与联动教学，学生可以跟随书法老师了解仓颉

造字的故事、甲骨文进化的历史，以及不同笔体书写技巧，临摹

名家字帖，了解汉字文化，不断提升自身汉字书写水平。还可以

举办书画艺术展，为学生讲解书法、水墨画、花鸟画创作技巧，

鼓励他们完成一幅传统艺术作品。第二，教师可以邀请当地非遗

文化传承人进课堂，为学生讲解制伞、刺绣、篆刻等艺术，让非

遗传承人手把手教授创作技能，加深学生对非遗文化的了解。例

如学生可以跟随绣娘学习在扇面上刺绣，通过一针一线体会刺绣

艺术魅力，养成精益求精的自我要求。第三，教师可以组织“华

夏故事听我讲”国学知识大赛、中华才艺大赛等传统文化比赛，

鼓励学生通过纸质书和互联网多渠道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研习传

统才艺，感受文化知识与传统才艺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家国情怀，

通过提升自身文化素养，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使其身体力行的

肩负起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

四、结语

在“大思政课”的背景下，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

建设与实践要契合时代发展要求，成为“大思政课”的有机组成

部分，具体言之是要做好课程顶层设计，明确阶段性教学目标、

教学评价标准和社会实践考核标准等，指引学生全面深度学习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心筛选互联网优质资源，构建数字化教学平台、

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搭建智慧平台，构建“互联网 + 传统文化”

教学模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陶冶学生道德情操，组织

“诗路行吟”“华夏故事听我讲”等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体验活

动，使学生在理论知识学习与社会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加深对传统

文化的认知与体悟，做到文化“入眼”“入脑”“入心”“入行”，

切实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教学和思政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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