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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多元文化环境下,高职院校要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确立“四基”学习模式的中心地位,

全面分析当下高职学生的特点,开设专门的课程内容,引领学生积极参与,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提升

文化素养,树立文化自信,从而适应现代化人才需求。但现阶段的高职院校在课程结构设计上存在着多

种问题,整体教学资源、形式单一化,无法真正培育学生的综合能力。因此,院校要根据“四基”内容,

灵活规划,促使学生成为新时代人才。本文会从多个角度分析“四基”学习模式的构建与实践,并提出

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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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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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actively carry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stablish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the "four bases" learning mod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set up special courses, lead studen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lear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knowledge, improve cultural literacy, establish cultural 

confidence,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talent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design, and the overall teaching resources and form are single, which cannot truly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Theref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lan flexibly according to the "four bases" to 

promote students to become talent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four-based" learning mode from several perspective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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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核心,

也是教育的基础,对学生发展起着关键

性的引导作用。现在,有很多高职院校没

有构建完善的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

狭窄、教学效果不明显等。根据教育部

出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政策文

件,院校要加快建设,将传统文化课程设

为公共课程,培育高素质人才。同时,还

需立足实际,根据学生的个性化特点,有

针对性安排,将传统文化元素渗透于各

类专业,从而实现传统文化良性发展。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与

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人民群众

思想精神的聚集,涵盖着丰富的文化元

素,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与导向。教育部

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多种哲学思

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

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基础性结构,对国

家治理与人才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在现代化社会背景下,高职院校要大

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设专业性课程,

开展趣味性活动,围绕“四基”学习模式

有序进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培育良好的学习思考能

力,实现“四个全面”教育理念。 

中华传统文化对人精神思想的影响

是潜移默化的,主要是通过道德实践来

提升精神境界,对大学生道德修养具有

正面指导作用,能够有效规范学生的思

想品德。其次,爱国主义作为传统文化的

核心,在新时代环境下,学生通过学习优

秀传统文化,能够极大增强爱国主义意

识,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国家意识。

在激烈复杂的社会形势下,接触多类型

的传统文化,帮助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

人生态度,主动面对现实生活,努力拼

搏。最后一点,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学生

能够从中获取不同的知识点,养成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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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礼仪道德,塑造优秀品格。 

2 大学生文化自信薄弱原因

分析 

文化自信是内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

信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的根本是文化自信,大学生与文化联系

密切,承担着文化传承的责任使命。在复

杂化的社会背景下,高职院校需打造特

色化的传统文化课程,引领学生深入学

习,加强自身认识,提升创新创造能力,

从而对传统文化有基本理解,养成良好

的思想道德。同时,文化自信是基础,也

是学生健全人格的重要内容。根据教育

部最新指示,高职院校要开展多样化的

文化娱乐活动,积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渗透德育元素,为学生思想成长提供正

确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发展方

向,形成健康的人生态度。从某种角度来

说,大学是小型的社会体,学校要构建完

善的传统文化体系,营造良好的文化氛

围,促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提升

文化素养与专业水平。 

但是,从现在来看,大学生接受信息

渠道多样化,各类思潮涌动,对主流文化

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直接影响大学生文

化信念。如日本动漫、美韩剧等文化的

引进,使得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兴

趣变低,缺乏认同感。从某种角度来说,

现存的很多外来文化都存在着些许的拜

金、功利主义,干扰学生的思想认识,影

响道德价值取向,甚至出现价值观模糊。

从教育层面出发,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

缺失,部分学生文化素养较低,缺乏文化

基础知识,整体认同感与自豪感弱。 

3 高职传统文化学习困境分析 

从实际调查发现,现在大多数的高

职院校都没有建立系统化的传统文化课

程结构,对学生的引导性不够,导致整体

教育效果低下。 

其一,由于高校专业多样化,传统文

化课程无法覆盖每个院校,分布较为失

衡,传统文化课程主要倾向于文史艺术

类专业学生,没有考虑理工类学生,人才

培育方案缺乏针对性。 

其二,由于传统文化课程的特殊性,

部分高校师资配置不足,教学方式单一

化,无法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另外,受

到学术环境的影响,传统文化课程的教

学内容主要局限于哲学、文学,较少涉及

其它领域的文化知识,整体契合性低。在

正式教授课程时,教师没有将传统文化

与专业课程相结合,两者出现脱离,不能

帮助学术树立文化自信。 

其三,传统文化课程教学基本都是

采取理论化知识,缺乏实践体验,学术无

法真切认知,主动性不足,难以达到良好

的教育教学效果。 

4 高职传统文化课程“四基”

学习模式构建 

4.1贴合现实生活,有序展开教学

工作 

“文化”具有多重含义,分别是艺术

活动、生活方式、发展文化过程,而传统

文化则是民族精神的外化,对高校学生

的影响是突出、显著的。因此,高校需贴

合实际,构建一体化传统文化课程,以

“四基”学习模式为核心,组织学生深层

次学习,提升综合素质,坚定文化自信。同

时,课程教师要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融合理论与实践,潜移默化渗透传统文

化元素,注重思政教育引导,让学生系统

全面的学习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人才。

现阶段,文化市场处于开放状态,越来越

多的学生被外来文化所吸引,甚至出现

了盲目崇拜的心理,这直接动摇着传统

文化的核心地位。针对这种情况,院校要

多角度分析,开设传统文化讲座和课程,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意识与文化自

信,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

文化的关系。 

例如,为了增强学生对优秀文化的

认识,教师可以引入多本国学图书,如

《人间词话》《儒林外史》《红楼梦》《礼

仪与国学》《礼记》等,其中涉及诗词

“、君子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不

学礼,无以立”,为了让学生直观化感受,

教师可以让学生观察生活,记录平常人

的言行举止,标出认为正确的行为“文明

用语、礼貌待人”。或者,可以将礼仪课

程与传统文化结合,举办礼仪展示比赛,

或者也可以成立校园仪仗队,在技能训

练的同时也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与品德,

充分认识自身的不足之处。高职院校的

根本任务是培育高素质技术专业人才,

兼顾思想品德教育,教师要灵活设置课

程内容,明确课程教学目标,将传统文化

巧妙融入,不断锤炼学生的精神品质,实

现专业素养与精神思想的全面提升,成

为综合型人才。 

4.2基于职业情境,创建良好的教育

教学氛围 

在新时代环境下,高职院校要根据

教育部相关文件,有计划性组织传统文

化课程,创建职业化情境,制定专业化的

人才培育计划,明确课程标准,巧妙融合

专业课与传统文化课程,并借助信息化

技术,丰富教学内容与形式,全面性展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同时,根据现

在的教育形势,教师要充分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所蕴涵符合学生职业教育的

焦点,确立“四基”学习模式的优势,打

造师生互动的课堂环境,实现职业教学

与文化传承的高度融合。 

例如,针对财经商贸类专业学生,教

师要教授《管理技巧》、《人力资源管理》、

《消费心理学》等课程知识时,可以结合

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一书典故,将国

家官员管控知识融入现代化企业管理当

中,让学生换位思考。或者,也可以组织

学生进行“课堂研讨”,讨论“传统文化

在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将学生划分为

两个小组,进行辩论总结。为了展现多元

化教学方式,教师可以模拟一次“人员调

度分配”情境,促使学生学会为人处事的

道理,形成规范性的思想道德与行为,提

升专业能力,实现教育教学目标。最后,

教师可以为学生搜集一些职场案例,现

场为学生讲解,强化学生的责任意识,做

到爱岗敬业,积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

强文化认同,努力成为社会所需人才。 

4.3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引导学生正

确认知传统文化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的

基石,是新时代青年精神的导引。在现代

化教育背景下,高职院校要积极开展传

统文化教育,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搭建传统文化课程平台,培育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阶段高职院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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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在实践应用层面

存在多个问题,如教师资源匮乏、教学手

段单一、教学内容局限等。另外,在各种

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学生对传统文化失

去自信。为了贯彻新时代教育理念,高职

院校要根据学生的特点,整合教学资源,

建立全面化的课堂,持续推动中华优秀

文化发展。同时,为了满足学生的学习需

求,教师要大力创新课堂结构,采取体验

式、讨论式等教学方式,融入微课、慕课

等资源,提升高职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接

受程度。 

例如,为了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优秀

传统文化,院校可以设计规划多类型的

教学活动,如“爱国主义”演讲比赛,播

放一些红色经典影片,强化学生的认知

与理解。针对一些特殊性节日“端午、

国庆”,学校可以大规模组建“海报设计、

短视频设计、平台宣传”等活动形式,

鼓励全校学生、社团加入,扩大宣传效果,

无形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归属感。除

此之外,教师也可以邀请一些历史学教

授,讲解一些历史事件、典范人物等,展

现传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基于信息化

教学背景,教师可以导入微课视频,学生

可以从中观看和下载一些国学经典电子

书籍。考虑到高职院校教育的特殊性,

教师可以与其它院校组办展演交流活动,

激发学生的参与性,提高教学效果。 

4.4完善课堂教学模式,培育学生综

合素质 

现在文化处于“大混杂”时期,外来

文化与传统文化竞争激烈。根据教育部

下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

导纲要》,明确指出在高职院校建立传统

文化课程的必要性。从网络调查发现,

高职院校学生学习上普遍存在问题,对

学习文化不够自信,过于注重实践,忽略

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理论知识。为了让学

生深刻的感悟,学校要不断完善教学模

式,建立优质教学资源库,最大化满足学

生需求。 

例如,为了推动教学组织建设,学

校可以让教师成立专门的工作室,专门

研究各类传统文化,营造良好的学术氛

围。或者,也可以建立专门的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基地(陶瓷、雕刻),并组织学

生实践学习。在新媒体时代,教师可以

借助网络平台,实现在线课程教学,扩

大宣传范围,组织学生观看具有革命与

民族精神的纪录片,促使学生主动弘扬

民族精神。 

5 结语 

传统文化对高校学生的发展意义重

大,院校要着重规划建设,创建一体化的

课程结构,组织学生深入学习传统文化

知识,提升文化内涵。从宏观角度来看,

传统文化课程构建是系统性工程,需要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由院校进行引导,

充分挖掘学生的内在潜能,端正思想认

识,帮助学生获取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

知识,实现教育教学目标,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弘扬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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