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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探究
王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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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文化一直教育的重要资源，对个人的涵养提升以及社会稳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五千年的历史沉淀中，中华文明孕育
壮大，代代传承，成为了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的存在，对自身文化的坚定信仰便是最有力的答案。然则在逆全球化的形势涌动下，
国外的多元文化的输送下，各种思想暗流交锋，传统文化的地位受到一定冲击。大学生是我国发展的主力军，培养其文化道德素
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不止在于传承，更是点明后人前进道路。源于此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匪浅，通过两者有机交融，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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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resource,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enhancing personal 
cultivation and promot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During the five-thousand-year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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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与标
志，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源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绝对力量。在“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给予源头性解答，而确切回
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对于增强民族归属感，
增强文化自信，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有重要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理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传统”二字意味着历
史性、发展性、延续性三个特征，展现了其独特
价值，同时它拥有更广泛的含义，代表中华民族
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中华民族特有的文明标志，
代表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底蕴，代表着中华民
族顽强的意志追求。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含义，
主要从两方面解释。

一方面是从一般意义上来概念阐释。从此角
度来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由精神特质和生活方

式所构成的价值系统 [1]，通常情况是被其萦绕在
生活各个方面但却不曾深切感知意识。在此方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基于长久的社会实践形成的
相对稳定的精神品格、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并
由之构成的一整套关乎思维方式与伦理规范的
文化道德体系。

另一方面从则从广义、狭义角度概念阐释。
从此角度来看，广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通
过各族人民发挥民族创造力，通过“认识 - 实践 -
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各类物质的、精神的和制
度层面的中华文明结晶，具有物质文化、精神
文化和制度文化等三种表现形态 [2]；狭义上则可
理解为在历史沉淀中所形成的具有独属性的精
神活动，包括意识形态、思想观念、道德规范
和其他精神成果。

简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最基础、最
广泛、最深沉的文化，来源于生活，同时又回
归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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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五千年中孕育而出，它
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在代代传承中，人们总
倾向于将其烙上时代印记，它塑造着中华儿女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承载着对后世
之人的殷殷期盼。总览历史，赋予每个时代的
意义总有不同，但对于文化的重视与传承却是
心照不宣。由此可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具有时代使命，反应的是当下社会发展所面
临的政治经济等任务需求，是文化精华与精神
标志，是中华儿女的“根”和“魂”。深入了
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对危机应对、
信念坚定、困境破解、使命完成有着重要助力
效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中华传统美
德和中华人文精神，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丰厚
的资源宝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宇宙观、天
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相合性极高。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
宇宙观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3]“儒者则因明致诚，
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北宋大儒张载在《正
蒙· 乾称》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一理念。
这不仅仅是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之间的相融相
通，而是将人放置在世间万物之一，泯灭主宰
欲望，将自身视为沧海一粟，强调休戚与共，
对应着人与自然共同体意识。马克思主义认为：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
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万物皆为依存共
生的关系，以我为尊、以我独尊的思想必然使
得整个群体走向消亡，这其中表达着从万物相
联角度看待世界的价值观念。

由此可得，“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从中推演出的诸多理论，
把天地人紧密连结在一起，成为中华文明庞大
的宇宙观。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的
天下观

“协和万邦”出自《尚书·尧典》：“克明
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协和万邦是中华
文明主张并推行的相处之道。各族文明在交流
互鉴中融合创新发展，各族不单涵括中华各族，
同时也兼达天下万邦。第二十九届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上，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两个古体“和”
字及一个现代“和”字，在表现中国汉字演化
过程的同时，也表达孔子的人文理念“和为贵”。
《礼记· 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和”既是天下万物依存相处之道，
也是中华儿女的处事基准。中华文明中，兼容并
蓄的胸襟、讲信修睦的原则、天下大同的胸怀，
无一不展现出中华民族宽广的天下观。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社
会观

孔子言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正是因如此，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遗留下的各种思
想流派虽不相为谋，却能够一同流芳百世。和而
不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思想之一，展
现的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形成的开放包容的中国
格局。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天下大同的政治观、求
同存异的文化观、和合生长的经济观的综合体现，
正是因其尊重、开放、包容才能够维护着和谐社
会的平稳运转。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心和善”的道
德观

“鸟兽不可与同群”意在展示儒家观点人与
禽之辨，人心存仁理，即孟子所言“君子以仁存
心，以礼存心”，这便是人与禽兽的根本之别。
个人之善与社会之和的是人心和善道德观的具体
反馈。受内心之善的指引，人们遵循克己复礼，
崇尚大道为公；受内心之和指引，人们追求与物
无忤，尊崇虚怀若谷。个人之善与社会之和也与
此同时相辅相成，用个人之善冲抵世间戾气，营
造社会之和，用社会之和渲染发展个人之善。人
心和善是一种与世无争、不卑不亢的心态，是一
种谦卑有礼、宽以待人的处世之道 。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思政教育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它担
负着为社会育才，为国家育人的主要职责，而高
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环节之一，高校思想政治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主阵地之一，高校思政教育
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价值导向和丰富的教育资
源。将优秀传统文化贯穿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目的是让青年学生理解并内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天人合一宇宙观、协和万邦天下观、和而不同社
会观、人心和善道德观这一文化内核，进而塑造
青年学生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与人为善
的处事能力，达济天下处世胸怀，进而完成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

传递天人合一宇宙观。深剖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真谛，将其魅力直面展示
于青年学生，助益其梳理人与自然间相互关联，
塑造青年学生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在传递生态理念，帮助青年学生领
悟人与自然万物相通相谐之处的同时，也要担起
时代使命。 “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
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4] 用最新生态文明
思想武装青年大学生头脑，使青年学生理解内化
生态与文明相互依存的道理，将尊重保护顺应自
然贯穿始终。

传承协和万邦天下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
局思维等同于将五湖四海的福泽皆纳为己任，这
种胸怀格局不受民族、种族、国家之限，强调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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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共济、守望相助。“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
结盟”的理念完美的诠释了“协和万邦”这一思想。
顺应青年学生成长路径和时代特性，循序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视角开拓其历史观宽度和国际观广
度，坚持“和为贵”的处世之道，从一而终贯穿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汲取和而不同社会观。“和而不同”是为人
处世中的大智慧，对于在未来迈入社会的青年学
生而言是一门必不可少的大学问。从社会角度来
看，大千世界各有姿态，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环境
皆会遇到秉性各异的同僚，正是差异的存在，不
断希冀缩短差异，使得社会发展动力源源不竭。
即使身处于最高境界的大同社会，差异也不会完
全消散，而区别在于，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处理这
种差异。“和而不同”其魅力在于既能打造团结
互助的氛围，又能增强集体协作的观念。

践行人心和善道德观。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为载体，弘扬人心和善道德观，首先需教授主体
能够身先士卒，“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将仁爱之心贯穿教育生涯。“要深
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
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使中华优秀传统化成为涵养社会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源泉。”在思政教育过程中将人心和善赋予
时代内涵，协助青年学生认识“和”的精神实质，
切实做到闻过则喜、以己度人，树立以德立身的
价值取向。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政教育价值实践

把握青年学生的成长关键期，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天人合一宇宙观、协和万邦天下观、和而
不同社会观、人心和善道德观转化成校园文化，
利用课堂学习、实践践行、氛围营造等渠道方式，
更新语言表述方式，深入学生群体内心，使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被青年学生从善如流地接受。

大思政课是当前思政课堂的新形态，拥有着
丰富的教育资源、庞大的教育队伍、明确的教育
目标，深远的教育影响。掌握教育发展规律，学
生时代特色，设置科学合理教学目标，设计通俗
易懂教学内容，细化传统文化教学方式，传达思
政任务核心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入青年
学生内核。讲学生听得懂信得过的理论，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和实用文化知识相结合，寓教于学，
寓教于乐。

实践教学是将青年学生从思政课堂融入社会
课堂的主要方式。响应号召“用脚步丈量祖国大
地，用眼睛发现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
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
事业追求中。”[5] 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的有效融合，
向青年学生深刻讲述危难时刻万千中华儿女迎难
而上的勇气，技术封堵时万千研究人员夜以继日
的拼搏，唤醒广大学子埋藏于心中华灵魂。

良好校园氛围能“润物无声给青年大学生以
人生启迪、智慧光芒、精神力量”。营造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的校园文化，从学习、生活
等方面全方位建设特定精神环境及文化氛围，激
发青年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热
忱，自发继承发扬中华瑰宝，从根本上完成这项
以人为本的大工程大项目，成为堪当复兴大任的
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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