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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现实意义，并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

藏的思政教育资源，来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基本前提、重要文化语境和文化动力，提

出建立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以批判继承为基础，来实现当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

化价值转换，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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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既是中华民族最

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民族思维、价值观念、伦理

道德、审美趣味、行为规范的力量源泉。在这些优

秀的传统文化脉络里，逐渐形成了“活”的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也成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习近平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

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立足优秀传统

文化所蕴藏的思政教育特色资源，推动优秀传统文

化在当代高校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的创新应用，不仅是

当前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战略使命，更是凸显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强调文化育人的迫切需求。 

一、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实践

的逻辑起点 

（一）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思政教育创新的基本历

史前提 

我们党和国家在长期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

践中，始终坚持思政教育工作方法与工作模式的探

索，特别是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导向上，以优

良传统作为党和国家培养人才的思想保证，发挥优

秀传统文化的政治优势。马克思提出“人们自己创

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

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1]
。

回顾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

教育实践中之所以能够成功，其根本在于对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并在中国革命与改革发展的

不同时代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人

民所理解、并接受，成为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的伟大思想武器，归因于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置

身于中国的国情之外，而是从民族性、时代性社会实

践中，将本土思想资源作为基本文化背景，将中国国

情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历史前提。 

（二）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思政教育创新的重要文

化语境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离不开相应的文化环境，文

化环境是一个人思想道德、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语

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改造自然、社会

进程中所积累的智慧与经验，反过来又对创造者带

来各种各样的影响和渗透作用。正所谓“人创造文

化，文化也在塑造人”一样，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

个民族连续地、璀璨的文化源流，其内容是博大的，

其体系是恢宏的。习近平提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

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

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
[2]
。事实上，在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文化环境的一部分，又

构成并指导了人们的生活及行为价值取向，特别是

在当代高校大学生思政教育领域，从优秀传统文化

中来挖掘丰富的民族特色文化内涵、文化品位和文

化精神，并从其新的时代风貌中来展现大学生的风

采，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重要文化语境。 

（三）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思政教育创新的文化资源 

冯友兰提出“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

去了，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这不

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
[3]
。优秀传统文

化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资源，即拥有辉煌的历

史文化积淀，又承载着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系统、

社会审美情趣。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里，“民惟邦

本”、“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等理政思想、“大道之

行也，天下为公”等经世方略，“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爱国情怀，“见贤思齐 ”、“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君子慎独”的个人修养旨趣，以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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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担当道义

等等，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思想源泉。 

（四）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思政教育创新的重要动力 

从当今世界文化格局发展现状来看，多元文化

价值观及多种文化的并存将是主流，不同文化间的

交流、碰撞必然形成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塞缪尔

亨廷顿提出“未来不会出现一种普世皆准的文化，

人类仍然生活在一个不同文化并存的世界”
[4]
。因此，

从文化多元性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

将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文化之林的强势文化，也

将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习近平提出“一个

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

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
[2]
。同样，植根于中华民

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竞争力，将成

为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动力源泉。站在历

史发展的潮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更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原动力。 

二、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优秀传统文

化的当代审视 

（一）明确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重要文化源泉，伴随着民族复兴大业的推进，党

和国家多次强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继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党的十六大、

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多次强调“中华文化”作

为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要将建设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体系，作为现代社会弘扬时代精神、促进中

华文化创新的重要战略。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再到“中国梦”、“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民

为本、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始终将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作为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指

导思想，并以“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作为弘扬和

发展传统文化，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走向

新阶段的指导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二）立足“文化自觉”来开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创新的大局 

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要立足“文化自

觉”，明白文化的来龙去脉，为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创新提供“源头活水”。“文化自觉”不是

一句空话，而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与深刻

认识，明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及发展趋向，将之

作为“文化认同”的基础。只有正确的理解和把握

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才能增强“文化自觉”意识，

才能村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理念、价值思想、

思维智慧等等内化于心。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校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责任重大，通过对优秀传统

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与梳理，增强广大大学生的“文

化自信”，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信念，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才能充满信心。习近平也

多次强调“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

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正是基于教

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

“自信”，才是构建高度“文化自觉”的基础。为此，

弘扬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者首先要讲清楚优

秀传统文化的渊源、发展、趋向，要讲清楚优秀传

统文化的价值理念、鲜明特色，要将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思想动力。 

（三）依托“批判继承”文化观来融入到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是我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当代中国

主流文化的精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以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导向，坚持“批判继承”的文化观，坚持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来正确辨析和运用优秀传统文化。同

样，中华民族文化是丰富的，文化的两面性决定了

传统文化自身具有不完美性。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

“优秀”，本身是在中华传统文化脉络里，经过传承、

发展、演化后，逐渐顺应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

并通过科学的分析、正确的引领后成为符合时代发

展要求的思想精华。因此，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践应用，要挖掘优秀传统文化

的文化内涵与育人功能，要坚持古为今用，要倡导

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崇高的品牌修养，来切

实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四）以“当代转换”来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衔接 

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蕴藏的思想政治教

育资源是丰富的，但其作为静态的、原始的道德教

育素材，与当代中国大学生思政教育实践还存在距

离。如果单一的照搬优秀文化，难免存在“身不由

己”、“言不由衷”的被动感，而大学生也会感到“时

空遥远”而顿生疏离感。因此，借鉴优秀传统文化

资源中的教育价值，必须要从当代大学生的身心发

展特点入手，将“当代转换”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与

当下主流价值理念进行有效衔接，让优秀传统文化

具有鲜活性、时代性。比如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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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适性的、启发性精神，“崇正义”、“尚和合”、“将

仁爱”、“守诚信”等传统，来增强爱国意识、来维

护社会团结、来激发大学生的拼搏意志。 

三、用优秀传统文化来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创新的路径 

（一）以整体规划来突出优秀传统文化的“度” 

一些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的主动性不

强，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从整体上就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进行规划，特别是在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实践中，缺乏有效的融入“度”。为此，一是要对现

有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进行完善，加大优秀传统文化

的渗透力度。二要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主渠道优

势，结合思政教育现实需求，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

化讲、授、传模式，让更多的优秀传统融入到教学

计划中，让大学生能够从中深刻地体会思想内涵，

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三要围绕专业课来融入

优秀传统文化。 

（二）深刻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突出大学生思

政教育的“魂” 

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

园。在浩瀚的民族传统文化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

灵魂，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对于新时期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要深挖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内涵，突

出优秀传统文化的“魂”。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无

数为国牺牲的仁人志士，如谭嗣同、李大钊，以及

新时代“雷锋”郭明义等等，都是践行爱国主义精

神的伟大楷模，成为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的学

习典范。在增强道德情操实践中，《大学》中“大学

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将倡导德

行、广泛于民众来追求至美的境界，也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现实写照，更是当代大学生提升个人修

养、树立远大理想的价值指导。 

（三）拓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渠道，增强大学生思

政教育的“效” 

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政教育创新实

践中，要以什么方式、依托什么载体来进行？一方

面立足当前校园媒介平台，如校园网、校园橱窗、

校园自媒体等渠道，让更多的大学生能够感受到优

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增强文化认同。另一方面

拓宽大学生社会实践第三课堂，特别是组织学生参

观地方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文化古迹

遗址等，从优秀传统文化真实的情感体验中来内化

道德规范，来影响大学生的心灵世界，来实现知识、

情感、品德、行为的有机统一。另外，从校园文化

建设中来拓深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力。比如利用校

园文化艺术节、传统节日主题教育等活动，来融入

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元素；在校园公共场所、教学场

所搭建优秀传统文化墙，建设优秀传统文化长廊，

来营造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来激励、感染、熏陶

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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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college 

ideological education. It also shows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in outstanding tradtional culture as basis, 

important cultural context and cultural motivation for innovating college ideological education. Finally it proposes 

to build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on the basis of critical inheritance to realize the cultural value of collge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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