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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析

焦义培

（川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南充６３７０００）

　　摘　要　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已成为必然趋势，这是由于二者共同承担着培育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任所决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丰富内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资源，同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又是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本文分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不足，并对两者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两者相互融合的路径，以期对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再丰富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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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灿烂历史，形成了博大精深
的优秀传统文化，目前正在受到亚洲乃至世界的普

遍关注。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社会转型

不断深入，社会上医患矛盾的不断发生，城乡差距、

区域差距、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国外西方国家的

价值观不断地向我国输入、渗透，青年一代的世界

观、价值观不断受到冲击，进而也导致部分青年大

学生失去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出现了家国情怀消

退、处世原则功利化、盲目崇洋媚外的不良现象。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提出进

一步阐释了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因此，加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势在

必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能就是用先进文化

宣传和教育大学生，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提升综合

素养，增强文化自信。而先进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中

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才能使

社会主义特色文化根深叶茂，否则，便成了无源之

水、无根之木。具有广泛影响力、持久生命力、博大

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爱

护，理应成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１］。

因此，深刻认识广泛开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并

·１２·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２月第４１卷第１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８，Ｖｏｌ４１，Ｎｏ．１

切实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并深度

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
缺失

１．１　高校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不够
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发挥的

作用主要体现在思想观念、道德意识、文明素养和

价值规范等方面，是一个潜移默化漫长的过程。然

而，随着目前高校的迅速扩招，就业压力的不断紧

张，受就业导向的趋势引导多数高校存在重专业轻

文化、重技能轻思想的现象，追求快速的出成绩、出

效果，这与传统文化所发挥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异，

导致传统文化在高校的课程设置中被弱化、被边缘

化。最多也只是安排一些选修课程，又受选修课人

数的限制，导致传统文化的受众范围更加缩小。而

选修课的考试形式也多是交一篇文章草草了事，没

有进行严格把关，没有教学目标教学效果也就无从

谈起。尤其是一些医学院校重技能轻文化、重专业

轻素质，导致部分医学生逐渐功利化、利益化，为未

来的医患矛盾埋下伏笔［２］。

１．２　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
在２０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传统

文化受到沉重的打击。“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传

统文化的断层，建国初期中国的贫穷落后和西方的

迅速崛起，导致一大批知识分子盲目崇拜西方文

化，全盘否定优秀传统文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导致国家贫穷落后的罪魁祸首。以胡适为代表

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严厉抨击深深地

影响着后来的知识青年。在目前的大学校园中有

的同学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只是停留在三纲五常、三妻四妾的负面东西，有的

同学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的

现代思想，过分追求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对中国的

一些传统节日嗤之以鼻，对西方的节日趋之若鹜，

甚至在享受传统节假日的同时在不遗余力地追

剧［３］。

随着近代中国的崛起，西化的言论虽然逐渐弱

化，但是仍然存在。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背

景下，文化渗透不容小觑，一些西方国家企图通过

文化输出达到颠覆我国的目的不容忽视，世界上任

何一个强大的国家都有其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传

统，重拾文化自信势在必行。

１．３　网络文化的疯狂渗透
互联网时代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良莠不

齐的网络世界给大家提供了便利的同时，也提供了

大量的不健康信息。网上甚至还存在曲解、扭曲、

谩骂优秀传统文化的言论，大学生又往往缺乏甄别

能力，被网络上的一些暴力、色情、游戏等不良信息

所吸引，危害学生的身心健康，弱化伦理道德。网

络上一些关于医患矛盾的不真实宣传和报道，导致

医学生对从医信心逐渐消退。儒家伦理道德所提

倡“仁、义、礼、智、信”“知行合一”“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以乐而乐”，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部分在有些大学生身上完全缺失，大学校园失信现

象普遍存在，考试作弊、论文抄袭、假冒文凭、各种

诈骗等屡见不鲜，对助学金的评选更是争得面红耳

赤，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明礼诚信”“一诺千金”“孔

融让梨”等优良传统更是无从谈起［４］。

网络作为一种新兴文化，势必会存在弊端，但

是如何进行有效监控，规避风险；如何利用新兴媒

体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和弘扬是值得深究和探讨

的问题。

２　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完整性和连续

性是其他国家无法逾越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

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以

汉族为主题多个民族共同融合的稳固的时至今日

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民族文化。对于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用之不竭的重要

资源。

２．１　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发

展中不断积累沉淀的，具有一定稳定性。同时，她

也是发展着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

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在面

对目前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种种挑战，传统文化可以

起到一定的现代作用，可以借助传统文化中的伦理

道德观念，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善恶观、是非观、

美丑观。在大学校园里如何正确处理同学关系、寝

室关系、师生关系等，都可以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

训，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处世智慧。自古

至今，中华民族形成了较多的优良文化传统，例如：

古代所提倡的“克己、慎独、重义轻利、止于至善”；

法天、法地、法自然；厚德载物、舍生取义、和而不同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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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思想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等思想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爱国情怀，这些精

华部分对于当代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有着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

源。

２．２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
的重要载体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正面临着逐步被弱化甚至

生存的危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绩，但是物质生活的优越并没有带来精神世界的提

升，家国情怀退化、处世原则功利、道德修养低俗成

为普遍现象，现在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

对四书五经经典古籍等了解甚少，普遍认为已经过

时，大多追求与西方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

义，对日韩的一些东西也感兴趣。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在与西方的对比中，青少年已经逐渐失去对本民

族的文化自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已

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习近平同志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５］胡锦涛同志曾强调：“高

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

新的重要源泉，高校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

新。”［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传递文化知

识、提高大学生基本素养的重要渠道，它在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

因此要依托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这个重要载体，

互利双赢，互惠发展。

３　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
途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的重要渠道，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仅担负着对大学

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同时也

肩负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尤其在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和文化底蕴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７］。因此，从制度建设、特色活动、

媒体传播等方面入手，建立一套系统的、完整的传

统文化教育环境，如此方能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与思

想政治教育的完美结合。

３．１　以课程制度建设为基础确保传统文化教育的
常态化

无规矩不成方圆，制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常态化的主要保证，要建立传统文化教育的长久

机制，制度保障是必不可少的。加强制度建设可以

保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教育的顺利、有序

开展。因此，学校应该健全相关监督和考核机制，

严格考试考勤制度，完善课程设置和教师队伍建

设。首先，应当建立专门的负责部门，由校领导牵

头，健全成员的责任制，领导对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的重视程度是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好坏的关键因素。

其次，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严格考试考勤制度，目前

高校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重视不够，需要一些硬

性要求来强制执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各

个教师要承担相应的教育内容，保质保量完成，并

严格考试考核。另外，要确保足够的经费投入，建

立相应的经费管理制度，确保各项工作的有序顺利

开展［８］。最后，要完善课程设置，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

结合，不是生搬硬套或者牵强组合，而应该是有机

融合，要充分考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内容与

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达到无缝衔接。另外，要

设置专门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不能只是简单的

设置为选修课，无硬性要求，并且要列入教学大纲，

还要经常组织教师参与传统文化的培训学习，建立

一支专业化的传统文化教师队伍。通过以上制度

的建立确保传统文化教育的常态化，让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成为大学生树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以及道

德素质涵养的土壤与基础。

３．２　以特色活动为重点确保传统文化教育的精品
化

关于大学作用价值的发挥有两种理论：一种是

泡菜理论，一种是熔炉理论。主要是通过教化育人

和环境育人两种方式发挥作用，无论是教化育人还

是环境育人都需要一个较好的、浓厚的校园文

化［９］，所以通过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校园文化建

设，突出特色活动，来达到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

浓郁、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不仅能够

丰富学生的知识，更能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１０］，例

如，开展“明礼、修身”的主题教育、高雅艺术进校

园、传统剧目展演等，组织学生开展“国学经典、诗

歌朗诵大赛”、区域传统文化寻访等，以重要节假

日为平台，如平时的春节、端午、清明、中秋等传统

节日，举办相应的特色文化活动的，组织传统文化

宣讲团等开展系列讲座，可以使大学生广泛参与，

·３２·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２月第４１卷第１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８，Ｖｏｌ４１，Ｎｏ．１

使大学生浸润在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之中，自然而

然地就会对传统文化的精髓入脑入心。将传统文

化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以特色品牌活动为

引领，确保传统文化教育的精品化。

３．３　以媒体传播为亮点确保传统文化教育的立体
化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学生既是客体，又是

主体，传统的教学方式方法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

学生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枯燥乏味的授课方式已经

使学生完全丧失主体性和能动性，学生的大脑演变

成教师思想的容器，教育流于形式，缺乏时效。因

此，要顺应时代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充分利用新媒体等通过愉快的教育、自然的教育达

到育人功能。

大学生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比较强，据调查发

现目前大学生对网络的运用比较普遍，手机微信、

微博、各种网络平台等经常使用。所以说传统文化

的传播也必须借助于新媒体进行立体化覆盖，使在

课堂之外能继续接受教育。这就需要专门的网络

平台进行推广，成立专门的部门进行负责管理运

营，利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 ＱＱ、微信、微博等进行
传播，使课上与课下达到互动。运用新媒体进行传

统文化的征文比赛、传统文化微视频、传统文化微

讨论、民族传统文化展示等，使传统文化教育大众

化、趣味化，达到立体化覆盖。总之，文以载道，文

以化人，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明演变过程

中，中华文化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

深深扎根于人民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

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今天，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领青年学生更加准确地认识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认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理解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信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而划时代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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