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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大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作用
艾艳红

（湖南信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51）

摘要：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非常关键的时间段，在这“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时代，我国对大学生今后的就业创

业做出了一些新的要求。本文通过以大学文化教育为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大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重要作用作为研究，首先是

对当代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和发展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进行了分析，接着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学生核心素养

中的价值体现，最后是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塑造奠定基础，通过研究积极推进大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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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新性发展，发展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在这个“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双创时代，离不开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事业的高素质

人才，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摇篮，通过大学文化教育，尤其是中华

文化的传承教育，让新一代的年轻人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

我国古代的先哲们的大无畏精神、实干精神，在当前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和发展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继

承教育

中华文化历经洗礼，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绽放出璀璨夺目的

光芒，汉字、语言、古乐器、甲骨文这些经典符号构成了中华文

化的精髓，中华传统文化是学生核心素养的灵魂所在，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大学文化教育相融合，对大学课程的丰富以及学生

综合素养的培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大学生的核心素养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染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四大文明之一，在世界历

史的发展上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形成了东亚独特的儒家

文化圈，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到现在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影响了现今人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当代大学生的核心素养

的发展和培养离不开祖国优秀文化的熏陶，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的缺失会对大学生的成长和成才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目前政

府已经相当关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且采用多种

形式实现传播。电视台的《诗词大会》《朗读者》都是对传统

文化的继承，这些节目能够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游戏、肥皂剧等

上面吸引过来，通过传统文化的正能量来塑造人们的价值观。

大学生在校期间开设的语文教育，可以很好地承担起这样的功

能。大学文化教育应该和时代相结合，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进程中，

培养大量的具有双创精神的高素质人才，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

精髓，发扬前辈们的优良传统，把对国家的无限热爱投入到大

学生创新创业的洪流中，不断挖掘新的商机和新的需求，立足

本职工作，做时代的弄潮儿。

（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担当新时代的使

命

当前正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得到

了社会的关注，但是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大学生作为国家

建设的接班人，承担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传

统文化的传承不仅仅关乎公民个人的文化修养，更关系到我们中

华民族的长久发展。如今，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着非常深刻的变革，

当代大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一些

不良思想严重影响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所以，我们更需要通过继

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帮助当今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帮助和引导他们把握正确的人生，大学生能否顺利成

才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建设人才储备的充足，发达国家非常重视人

才的培养，注意通过传统文化的灌输提升本国公民的国家认同感，

我国在探索人才培养体系的过程里，要不断加大中华传统文化的

分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人才培养体系的根本保证。在教

学的过程中，通过向学生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成语、谚

语等内容，把经典的典故介绍给学生们，丰富大学生们的课内外

文化生活内容，激发当代大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

例如：把一些优秀的书画作品介绍给同学们，让同学们自己动手

练习绘画，以提高当代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的主动性，引

导当代大学生课外能积极参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实践活动，

让当代大学生能实地感受到我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的独特魅

力，在璀璨夺目的中华优秀文化中探寻人生价值，找准人生定位，

树立服务祖国，奉献社会的远大理想。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当代大学生核心素养中的价值

体现

在当代大学生核心素养框架中，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关于人格、

修身的学习的内容是非常注重的。首先我们从广义上来讲，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也包含了一些传统艺术、

思想、民俗等；其次从狭义上来讲，主要指是的中国文化思想，

也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而在中国，文化的思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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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为核心，它关乎到的是一个人的修身

养性和理想人格。这其中优秀的文化思想，到现如今还蕴藏着对

人才教育的诸多思考。在构建当代大学生核心素养的过程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故步自封，也要与时俱进。目前，有一些相

对发达的国家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大学生核心素养培养体系，

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的大学生核心素养发展过程中汲取有利的一

些养分，来补充我们自身培养体系的不足。虽然说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不是大学生核心素养框架形成的唯一来源，但也是重要的来

源，我们可选出大家普遍都认可、接受，生命力顽强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作为大学生核心素养体系构建的数据来源之一。同时，

还要分析研究大学生的自身特点，找出我国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

律，形成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只有在教育教学中充分发挥

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核心素养中的价值体现，才能真正

体现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为我国的

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指明前进的方向。

三、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塑造奠定基础

中国的儒家文化里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

仅仅是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也注重民族的认同和家国情怀的塑

造。在自身具有一定的调节功能，同时能够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儒家强调的更是当前社会急需的思想引领，大学生的个性化越来

越强，主体观念不断强化，与他人和谐相处是构造和谐人际关系

的根本，只有能够正确处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关系的人才能够

真正为他人着想，才会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创造价值的过

程中，才能为社会、为他人创造更大的贡献。

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孝、仁，是中华传统道德思想的核心

观念，对于人的成长的和思想的塑造有很大的帮助，尽管当前社

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但家庭观念和以前相比缺发生了非常大

的变化，有些传统家庭观念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但是作为家

庭维系最重要的基础，孝文化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对大学生进行

孝文化的培养，是在补我国传统文化在初级教育中的缺位，让大

学生学会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有助于大学生爱国情怀的培养。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是儒家文

化最为推崇的核心价值观念，当前经济时代，在利益和金钱观念

的冲击下，诚信教育有所缺失，需要在大学生核心素养培养中不

断加强。

诚信、仁义，这些都是当代社会交往中最重要的准则，大学

生具备最基本的素质，才能在事业中取得走得更远。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运用到大学的文化教育教学中去，

不仅体现了课程教学的创新，同时还对激发学生兴趣非常有利，

也是对教学内容的丰富，对课程教学取得更好效果也十分有利。

所以，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中要注重完善教学的设计，提高

课程教师的综合素质。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利用各种宣传途径进

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在课内外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氛围。

让当代大学生能耳濡目染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深化大学生们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知，让大学生们能积极主动地将

之融入自身的学习活动之中，最终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教学

的实效性。在大学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活动中，不仅要让大学生

们掌握丰富的古典文学知识，还很有必要结合课程的教学内容和

各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教学活动中巧妙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从而深化当代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知，推

动文学类课程教学顺利进行，也为激发当代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

的兴趣，提高大学文化教育教学效果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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