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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方面的

作用，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传统文化深厚软实

力的重要性，中央高层对“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也频繁发声。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指导纲要》明确提出，要正确把握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关系，引导学生完善人格修养。可见，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

( 一) 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是由“传统”和“文化”两个子概念构

成的。“传统”是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思想、文化、
道德、风尚、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是一种世代

相承的具有根本性的东西，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表

现出来，比如民族传统、道德传统、风俗习惯等。它

虽然产生于过去却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
“文化”广义上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

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上指社会的

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文化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经济与政治的反

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与政治。通过对以上

两个子概念的梳理，我们可以将传统文化界定为: 中

华民族在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被中国人民

世代传承下来的影响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物质、
精神、制度、行为等方面的活动及其成果。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即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思想上有大

智，在科学上有大真，在伦理上有大善，在艺术上有

大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 二)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

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
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需

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换言之，思想政治

教育是指导人们形成正确思想行为的科学，是致力

于未来的一种“文化自觉”。如何有效利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关键在于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点，以此来实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融合，

进一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实现立

德树人的目的。
(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契合

中华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

够契合，就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

了割不断的根脉，反不掉的传统，离不开的价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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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的资源［1］。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部分我们

可以直接拿来，结合新的社会环境重新阐释后加以

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契合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1． 有助于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自

觉。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自觉，是指把

文化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充分发挥文化

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中的特殊优势，

实现文化的育人功能［2］，更好地促进大学生全面进

步与健康成长，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2． 有助于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张

岂之先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归纳为:

天人和谐、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诚实守信、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

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3］。将这些优秀传统文

化寓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于大学生接受优

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培育良好道德情操，提升大学生

人格品质，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等方面都有重要的

意义。
3． 有助于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中

国古代教育家提出了很多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如

果对其加以发掘和运用将会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有效进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

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 的启发式教育

法;“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

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 朱熹《论语集注》引程颐语) 的因材施教法; “其身

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

路》) 的示范教育法;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 《论语·为政》) 的学思并重法等，都值得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借鉴，不断创新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方法，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4． 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人文素质是

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组成的

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它包括文化知识素养、道德素

养、审美素养和人生境界追求以及心理素质、思维方

式、人生观、价值观等个性品质［4］。随着改革开放

的全面深化、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对大学生道德观

念、价值取向等形成一定的影响，有些大学生的价值

观念以及人生态度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整体素质上

与社会所期望的水平有较大的差距。提升大学生整

体素质需要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潜移默

化地影响大学生道德品质、理想人格和政治素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现状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精

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
但从目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来看，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是很不

充分的。
( 一)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首先，目前高校所开设的五门思想政治理论课

虽然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但都比较笼统

概括，使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尚未得到极大的体现。
同时，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固有的认知决定了学

生并不会对其投入太多精力学习，所以课本上所包

含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学生根本无心体会，达不到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其次，作为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任课教师虽然有着比较深厚的专业知识，有

较高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但是有些教师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知识层面的素养上有欠缺，不能很好地

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授与学生。最后，日常思

想政治教育中的学生工作者也由于自身优秀传统文

化知识的短板，只是对学生提出一些日常的规范和

要求，很少能够主动地、有机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到学生日常的学习与生活中，弱化了文化化人、
育人的效果。

( 二) 大学生自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纳的

效果不尽如人意

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 学诗可以情

飞扬、志高昂、人灵秀; 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
辨是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培养“四有新人”有

积极意义。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有助于教育和引导大学生确立积极的人

生态度和远大的理想抱负。但就目前来看，大学生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运用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的。学而不用、知而不行，某些大学生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是畸形的，在廉耻、荣辱、
是非观中存在着问题。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融合不佳的原因

( 一) 历史原因

1．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使中华传统文化走向

没落。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传统、反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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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反文言”。这对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体系产生

了很大的冲击。其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受到过度的批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们心

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破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
2．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文化运动割断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文化建设

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景象。但是，

由于受到“左”倾思想影响，使得中国的文化繁荣局

面出现了巨大的波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
“批孔”运动将矛头指向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焚烧书籍，打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人，直接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才的断层与研究

的中断，割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3．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受到侵扰。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研究和传承被重新提上日程，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由于这一时期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等的日益活跃，

一些国民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受经济利

益的驱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重义轻利等优秀的

价值观念受到一定的挑战。而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也影响着后继研

究者以及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
( 二) 现实原因

1． 高校客观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不

够。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高校更倾向于

开设一些培养学生专业技能方面的课程。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由于其具有的价值并不能够立竿见影地

体现出来，从而备受冷落。
2．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能力不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作为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力量，其自身素质和能力的高

低直接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但目前

相关的调查显示，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中国

传统文化弘扬层面的能力水平是有限的，往往满足

不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的需求。
3． 大学生自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不

足。在信仰多元化的当今社会，各种思想的相互碰

撞，外来文化理念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当代大学生

的价值理念，一些大学生往往会迷失方向选择一些

比较利己、功利、现实的价值理念。同时，在就业形

势日益严重的今天，迫于就业压力，大学生在校时更

倾向于学习一些更加实际的与自己就业直接相关的

专业技术知识，较少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导致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未

得到充分的发挥。

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对策
( 一) 高校应重视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

首先，课堂教学有利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行系统化、理论化和科学化地传授和教育，这是当代

大学生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最直接、最便捷、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5］。高校应该用好课堂这一重

要的教学阵地，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地安排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必修课或选修课。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理论教学中也可以根据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

题，安排专门的课时讲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陶冶大

学生的情操，不断提高大学生对善恶、美丑、真假的

评判能力以及自我鉴别能力，从而更好地增强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最后，其他专业的课程

教学也应承担起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有

些专业课可通过专业发展史的讲解更好地让学生了

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更好地激发大学

生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提升自身的传统

文化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只有不断地学习充电，认

真研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义，深挖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现代价值，不断丰富和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素

质，才能真正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以文化人的作用，达到教学

生明事理、辨是非、知荣辱的目的。日常思想政治教

育的学生工作者也应当主动参加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培训中，提升自己传统文化素质和人格魅力，言

传身教，促进学生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的形成。
( 三) 加强大学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

觉性

大学生是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相融合的主体之一，对大学生进行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性的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第一，重“知”。大学生应当加强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传统文化知识储备。
第二，重“情”。大学生要培养自己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情感，热爱祖国不仅仅是热爱祖国的大好河

山，还要热爱祖国的灿烂文化。培养大学生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是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价值观的重要情感基础和动力所在。第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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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学生要坚定自己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意志。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要做好吃苦

的准备，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第四，重“信”。
大学生要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念。要相信

我们五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引领我们的祖

国走向强大，能帮助我们个人实现梦想。第五，重

“行”。大学生要积极践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

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大学生要通过学习将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内化为自己的修行，自觉地将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落小、落细、落实，自觉

培育和践行中华传统美德并传承下去，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时刻影响熏陶学生，帮助其更好更

快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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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sion of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KANG Yanqing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Taiyuan 030001，China)

［Abstract］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the role of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socialist
moral construction has been brought to the focus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However，in the pres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the initiative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not strong enough，and the college
students cannot effectively apply it． This article made an analysis on the problems arising i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x-
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au-
thor，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it is important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urses about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to the im-
provement of the related personnel's cultural qual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self － consciousness of inheriting Chinese excel-
lent traditional culture，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improve the effective-
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nd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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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rrational expansion tren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world is an inescapable fact，and this

expansion led directly to the shrinking of public domain and public interests． Marxist view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n com-
prehensively reflect the legitimacy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explain the deep reason behind the expansion of in-
tellectual property． Sticking to the legal doctrin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sharing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can effective-
ly curb the expansion tren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pans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egal doctrin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haring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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