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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本研究通过案例分析，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

路径。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系统梳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教育资

源。研究结果表明，传统节日活动、经典诵读、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可以有效增强大学生的

文化自信和道德修养。同时，结合现代教育技术，如数字化教学资源，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对

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感。研究意义在于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创新途径，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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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高等教育领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中，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教育策略。随着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不断推进，传统文化的教育作用日益显

著，成为塑造学生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力量。传统文化不仅是

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

本研究以我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索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有效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旨在通过文献分析法和

案例分析法，系统地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

教育资源。研究指出，通过传统节日活动、经典诵读和文化

体验等形式，不仅能够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道德修养，

还能结合现代教育技术，如数字化教学资源，更有效地激发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为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创新的教学路径，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有助于培养具有国家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现代青年。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教育资源

1.1概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定义与范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

中积淀形成的独特文化体系，涵盖了哲学、伦理学、文学、

艺术、历史等多个方面[1]。其定义可以归纳为以儒、释、道

三大思想为核心，融合诸子百家思想智慧，形成的具有高度

文化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不仅包括有

形的文化遗产，如古建筑、书画、文物等，还包括无形的文

化遗产，如风俗习惯、礼仪规范、传统技艺和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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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四个方

面：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思想文化

方面，以儒家文化为代表，强调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道

德规范，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制度文化

方面，体现为传统的家族制度、教育制度和礼仪制度，这些

制度构成了中华民族社会结构和伦理规范的重要部分；物质

文化方面，包括古代建筑、书画、器物等体现中华美学和技

艺的文化产物；行为文化方面，则表现在传统节庆、礼仪习

俗和民间艺术中，这些行为规范和文化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具

有广泛的影响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教育资源，具有丰富的教育价值

和实践意义。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深入挖掘和系

统梳理这些文化资源，可以有效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

认同感，提升他们的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这不仅有助于培

养学生的爱国情怀，还能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

丰富的内容和实践路径。

1.2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

道德伦理、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等方面。道德伦理方面，传

统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等美德，培养个体的道德修

养和行为规范。社会责任方面，强调“天下为公”和“和为

贵”的理念，倡导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和谐。家国情怀方面，

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培养公民

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2]。这些核心价值不仅是个

人成长的指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1.3分析中华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资源应用

在教育领域，中华传统文化的资源应用体现了其独特的

教育功能和深远的文化价值。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

等，通过节庆活动展示文化内涵，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感

性认识与文化认同。经典文献如《论语》、《道德经》等，

通过诵读和学习，培养学生的思想深度与道德修养。传统艺

术如书法、绘画、戏曲等，通过实践与体验，提升学生的艺

术素养和文化自觉。结合现代教育技术，开发数字化教学资

源，将传统文化内容融入网络课程和多媒体教学，增强学生

的学习兴趣与互动体验。这些资源的应用不仅丰富了思想政

治教育的内容，还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体验，有助于

其全面发展。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

践

2.1传统节日活动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

传统节日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节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

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通过在大学生中开展相关活动，可

以有效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开展。

传统节日活动能够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

豪感。例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节日期间，组织学生

参与传统习俗体验，如包饺子、赏月、赛龙舟等活动，不仅

可以让学生亲身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还能加深他们对中

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这些活动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

的爱国情怀和集体意识。

传统节日活动还可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3]。在清明节和重阳节期间，通过组

织扫墓、祭祖等活动，引导学生缅怀先辈，弘扬孝道和敬老

爱老的传统美德。这种实践教育方式，可以让学生在具体活

动中体会到中华传统美德的深刻内涵，从而内化为自身的行

为准则和价值取向。

在传统节日活动的开展过程中，还可以结合现代教育技

术，提升教育效果。例如，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利

用数字化资源介绍传统节日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和习俗特

色，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传统节日的意义和价

值。这种多渠道、多形式的教育方式，不仅丰富了思想政治

教育的内容，也增强了教育的趣味性和实效性。

通过传统节日活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能

够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提升大学生的

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2经典诵读与文化体验的教育价值

经典诵读与文化体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教

育价值。经典诵读通过让大学生接触和学习古代文献，能够

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提升其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

[4]。经典作品中蕴含的价值观、人生哲理和道德准则，有助

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文化体验活动，如参观

历史遗迹、参与传统技艺等，则可以使学生在亲身实践中感

受和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对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这些实践活动能够激发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促

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2.3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数字化教学资源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数字化平台，可以提供丰富

的多媒体资料，如视频、音频、电子书籍等，增强学生对传

统文化的直观感受。在线课程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能够

为学生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提升学习效果。教学管理系

统的开发，便于教师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学习进度，个性化定

制教学内容，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数字化资源的灵

活应用，推动了传统文化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的效果与前景分析

3.1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与道德修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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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与道德修养[5]。通过传统节日活

动，大学生能够深入体验和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增强对民

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例如，端午节、春节等传统节日

的庆祝活动，不仅使学生感受到节日的氛围，更重要的是使

他们了解节日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价值，培养他们的文化

认同与自信。

经典诵读活动作为文化教育的重要手段，对提升大学生

的道德修养具有显著作用。通过诵读《论语》、《道德经》

等经典著作，学生可以汲取其中的智慧和道德观念，潜移默

化中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这些经典著作中蕴含的仁爱、孝

悌、诚信等价值观，对大学生的品德养成起到了积极的引导

作用。

在现代教育技术的支持下，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应

用，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路径。利用数字化平台和多

媒体手段，传统文化内容可以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展现

在学生面前，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例如，通过

虚拟现实技术模拟历史场景，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事

件和文化场景，从而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研究表明，这些教育方式在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与道德

修养方面具有显著效果。文化自信的增强，使大学生在面对

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冲击时，能够坚守自身的文化立场，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道德修养的提升，有助于大学生在

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准

则，成为具有高尚品德和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青年。

3.2案例分析传统文化教育的成功模式

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活动中。加强校园文化建

设。通过开展各种主题实践活动，如”三下乡”社会实践，

学生艺术节，学生科技节，学生社团组织活动等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校园文化，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大学生高尚

的道德情操。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宣传媒体中。学校应该充

分发挥宣传媒体的作用。当下，qq、微博、微信、网站等新

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和情感交流的主要形式，他们

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在网络媒介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充

分做好两条线，“线上”和“线下”宣传。一方面，加强网

络平台建设，开辟“红色经典”网站建设，开展网络教育专

栏、慕课课程等，丰富师生自主学习的线上教育资源。例如，

结合手机 APP，将国学大师的精彩诵读和解读融入视频软件

中，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性和趣味性。

4结束语

本文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有效路径，通过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全面梳理了

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教育资源。研究发现，通过传统节日

活动、经典诵读和文化体验等形式，能够显著提升大学生的

文化自信与道德修养。此外，结合现代教育技术，如数字化

教学资源的使用，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

认同感。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以更全面地反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区域大学生中的影响。同时，如何量化

文化教育对学生行为的具体影响也是未来研究需要深入探

讨的问题。综上所述，未来研究应在扩大研究样本、深化文

化与行为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更多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

教育技术的创新教育模式，为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

展提供更加丰富的实践参考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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