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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守建１　陶圣叶２　赵　敏３Δ

（１济宁医学院研究生处；２济宁医学院团委；３济宁医学院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研究基地，济宁 ２７２０６７）

　　摘　要　将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一种价值引导，其本质在于以传统文化为依托
和切入点，为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引，从而保障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

应当坚持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内化与外化相统一，目的性和导向性相一致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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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这样一个多元而开放的时代，高校如何
有效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高等教育

工作者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充分发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华，把握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本质与规律，对于促进大学生

认同、接受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

意义。

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的内在需求

受文化多元化、自由主义思潮及功利性价值观

等的影响，大学生中的奢侈、虚荣、功利的倾向不容

忽视，这也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带来

了阻力和困难。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对于引导和促

进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对大学生进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一方面能够使大学生接受

传统文化的濡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对传统

文化所蕴涵的价值理念易于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

也能够使大学生在更深刻的层次上理解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并自觉地将其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和

人生价值。将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并不仅仅是传统文化作为经验知识进

行简单的授受，而是一种价值引导，即通过汲取传

统文化的价值精髓，以实现传统价值的传承，并能

使大学生在传统文化的学习过程中，理解、体悟并

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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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的重要作用

２．１　传统文化为大学生成长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跨时间”的现

象，它不是由其瞬时间的存在构成的，而是“历时

性”地存在着，它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有整合，有

创新，但从未与过去发生断裂。某些制度或者习俗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形态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形

式，但其内在的理想信念、价值信仰、人格特质、道

德理念、担当精神、家国情怀等却代代相传、历久弥

新，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不仅仅

是一种客观的现象存在，更是“一个社会中的价值

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

解”［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之所在和魂魄之所系，中华文明

之所以能历５０００余年而不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
历经磨难而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因为中华

传统文化的价值维系和精神哺养。青年大学生作

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其精神风貌即体现了我们国

家民族的精神状态，其价值观念也会对国家民族的

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而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对

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无疑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首先，传统文化有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

人生理想。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正确的人生理

想是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而错误的人生理想只能

沦为空想甚至是幻想，并最终妨害人的成长。因

而，大学生要想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必须树立正

确而又坚定的人生理想。孔子说：“三军可夺帅

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孔子所谓

的“志”就是志向，是理想，是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

同和坚守，是民族精神蓬勃向上的牢固根基，是国

家富强昌盛的力量之源。朱熹说：“书不记，熟读

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

处。”（《朱熹·理性精义》）可见，理想对于一个人

的成长成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如果没有正确

的人生理想，即使有再大的力气，也难以取得人生

事业的成功。因而，大学生应当通过传统文化的教

育与学习，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树立正确的人生

理想，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人。

其次，传统文化有助于大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

品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对人的良好道德品

质的引导与塑造，其中，“百善孝为先”（《围炉夜

话》）、“孝，德之本也”（《孝经》）即把“孝”看成做

人做事的根本；“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

路》）、“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等

则强调诚信品质的重要性；“吾日三省吾身”（《论

语·学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尽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

责下”（《贞观政要》）等则体现了传统文化中重视

省察自身、严于律己的自律自省的精神；“善则称

人，过则称己”（《礼记·坊记》）、“君子不为苟察”

（《庄子·天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颜渊篇》）等则要求人们要有担当意识和宽容精

神。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还重视培养人的自强不息

的精神和刚健有为的思想，如“天行健，君子当自

强不息”（《周易》）、“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

修身》）等。传统文化所蕴涵的诸多丰富的修身理

论和道德教育思想，也正是当代大学生所需要大力

提升的优秀品质。

２．２　传统文化有助于大学生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在纪念五四运动９５周年的北大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谈道：“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

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

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

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

准。”［２］要使当代大学生认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并在实际生活中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首先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认同。所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就是作为主体的大学生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以认可与肯定，并以此

为基础建立起直接一致性感受，同时具有转化为价

值行为的趋势和取向，也就是大学生能够自觉地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于具体实践中。

让大学生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

靠单纯的理论灌输和说教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而

借助中华传统文化，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传

统文化在中国绵延数千年，传统价值理念作用于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在家庭伦理中，“孔融让梨”

的故事千古传诵，家喻户晓；在人生态度上，鼓励人

们要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勇于进取；在对待生

活上，则强调“天道酬勤”，要“勤俭持家”。传统文

化的价值和理念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流淌在华夏

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并幻化成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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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具体的生活事件。而作为成长过程中的大

学生，其价值观念的变化、发展与生成更多的来源

于社会生活体验，“现代社会的价值认同缘起于人

们对现实生活世界的价值思考以及对内部精神活

动的价值体验和反思”［３］。传统价值观延续过去，

承接当代，为大学生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

了价值经验和心理基础，“离开包含着由过去经过

现在进入未来的时间之流的统一体，我就是不可思

议”［４］。如果离开了对现实生活的关照，如果脱离

了对传统价值的认知与体悟，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也只能停留在大学生认识的表象。

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的路径

３．１　传承与创新相结合
传承是指对原有事物中合理成分的承接和延

续，而创新则是在现有基础上的推陈出新，两者之

间是辩证统一的，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传承

的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首先要遵循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规

律。

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必须对传统价值观

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并以此延续传统文化的精

神血脉，“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

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

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５］。为

了避免失去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为了从延续

民族文化的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必须自觉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同时，“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神，学习

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６］４０６。因而，对大学

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传承中华传

统文化，唯其如此，才能取得“学史可以看成败、鉴

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领秀；学

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６］４０６的收获。

在传承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的基础上需要创新性发展，需要在坚持

中华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适时地开拓创

新。也就是说，只有在传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中

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性发展，

作为当代大学生，必须善于学习和借鉴中华传统文

化的优秀成果，自觉地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弘扬

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构建起既充分体现中

国特色和民族特点，又充分反映时代特征和当代大

学生精神风貌的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３．２　内化与外化相统一
内化与外化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

成与发展的必要过程和必经阶段，也是借助传统文

化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

规律。所谓内化与外化相统一，就是指教育者在对

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有

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

资源，找准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

点，进而促进大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７］。

在传统文化促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化方面，重在引导大学生树立坚定的传统文化意

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出的：“中华文明

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

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

式。”［６］１７０当代大学生要有中国人的独特的精神世

界，要有坚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理念与意识，在面

对纷纭复杂的社会思潮和外来文化的冲击时，能够

自觉地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并自觉地完成文化心

理与价值观念的建构，从而真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内化于心。

２４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具体的指
向，都是青年大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可言可做

的，而不是抽象的名词，更不是高不可攀的宏大计

划。就公民个人自身“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来说，都是可以落到实处

的。爱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觉意识和内心情怀，

“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位卑未敢忘忧

国”，一个人，无论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国难当头，

当以身相许。“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当代大学

生应当有这样的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发奋读书、踏实工作；敬业就是要做好自

己的本职工作，对大学生来说，就是要认真完成自

己的学业，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养成良好的道德

品质，拥有健康的体魄，将来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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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社会做贡献。诚信对大学生来说，就是要做

真人、做真事、做真学问，言行一致、言行如一，言必

信，行必果。友善就是在工作、生活中要与人为善，

还要有“忍人之心”，具有宽广的胸怀和悲天悯人

之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是认知认

同问题，借助传统文化尚易达成，而要真正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于行，并形成自己的价值自觉

和行为习惯，对处于成长中的大学生来说，或许有

一定的难度，因而，在专业学习之外，一定要加强传

统文化的学习，以提升个人的道德水平和修养。

３．３　目的性和导向性相一致
所谓目的性和导向性相一致，是指在将中华传

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

程中，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社会主义

的办学方向，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批判和抵

制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最终帮助大学生树立起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能贯彻到日常的学习、工作和

生活中。换言之，就是通过让大学生了解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形成的精神脉络和传统价值观的历史

传承，最终帮助大学生在国家、社会、人生等领域的

重大问题上形成价值共识，从而树立起坚定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具体来说，一是要帮助大学生树立积极的价值

观点和正确的政治立场。由于受西方文化和不良

社会思潮的冲击，部分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存在偏

差，对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存

在抵触情绪；有的学生认为这是专业学习之外的任

务，占用了专业学习的时间，因而不愿意学习；有的

学生只是选取传统文化中有用的部分或者自己感

兴趣的部分去学习，而涉及价值观教育的则忽视学

习或者不学习。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应当在坚持“育人为本”的前提下，

融入社会主义的办学理念，让学生明白我们的教育

目的以及其将来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二是要选

取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培养当代大学生高尚的道

德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核心价值观，其

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

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

立。”［６］１５８德是立国之本，做人之基，是社会和谐的

润滑剂，符合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

在要求。三是要端正学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

生活态度，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对生活的热

情，使当代大学生真正成为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中

坚力量。

４　结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

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

够塑造大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引导大学生形成正

确的价值追求，保证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因而，

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对于促进大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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