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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丰富的教育资源， 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高度的契合相通性。 借鉴

传统文化的教育方法， 可以完善思政课教学方法体系； 活化传统文化的精华， 能够丰富完善思政课教学内容。
将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 不仅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而且有利于发挥其

育人功能， 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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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

实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的创造伟力，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

求， 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 中明确提出要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

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 的要求。 教育部颁发的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指出：
“大学阶段， 应增强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１］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

仅承担着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培养社会主义可靠

接班人的重要任务， 也承载着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使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丰富

的教育资源， 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高度的契合

相通性。 借鉴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教育方法， 可

以进一步完善思政课教学的方法体系； 挖掘其中包

含的哲理精华， 能够丰富思政课的教学内容。 优秀

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有机融入， 对思政课教学

内容的深化、 教学理念的创新、 教学方法的拓展和

教学效果的提升等都极具借鉴与启发意义。

　 　 一　 借鉴传统文化的教育方法， 完
善思政课教学方法体系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一整套极具特色的、 较为完

善的教育方法， 这些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如果能融

入思政课堂教学， 不仅有助于完善新时代高校思政

课教学方法体系， 而且能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与

效果。
１． 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 “子曰： ‘有教无

类’。” （ 《论语·卫灵公》） 在孔子看来， 每个人

都可以受教育， 且通过教育成才成德， 但教育的方

式方法却应根据每个人的能力、 性格、 志趣等具体

情况因人而异， 做到 “视其所以， 观其所由， 察

其所安” （ 《论语·为政》）。 高校思政课是大学公

共基础必修课， 任何大学生都必须修这些课程， 因

此， 高校思政课教师要针对不同学校、 不同专业、
不同班级和不同学生备教材、 备教法、 备教案， 确

定不同的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进度及教学安

排； 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 要根据新时代每个学生

的性格特点、 思想状况、 知识水平、 接受能力和品

德才识等， 结合其所在地区、 所在学校、 所学专业

等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 教学方式方法要做到不拘

于一格、 不形于一态、 不定于一尊， 努力为优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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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进思政课课堂， 打造思政课 “金课” 服务。
２． 启发诱导， 学思并重。 子曰： “学而不思

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 《论语·为政》） 传统文

化主张通过启发诱导，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体性，
学思结合， 自我内化， 提高学习效果。 在思政课教

学过程中， 就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而言， 教师可以

采取读经诵典、 案例讨论、 观看视频、 教学辩论、
主题宣讲、 角色模拟、 社会调查、 新媒体多维互动

等多种形式， 启发引导学生自己思考， 使学生乐于

接受思政教育， 让思政课入脑、 入耳、 入心， 增强

学生 “获得感”。
３． 古为今用， 不断革新。 《礼记·大学》 指

出：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传统文化主张

弃旧图新， 去恶从善。 当前， “００ 后” 大学生思维

活跃， 对新生事物比较感兴趣， 不喜欢过于理论化

的教学内容和僵化的教学方法。 思政课教学应坚持

与时俱进， 不断进行传统文化的价值发觉及其话语

的现代转换， 不断推陈出新， 使之与现代文明相融

相通。 与此同时， 思政课教学还应不断改革和创新

教学方式方法， 注重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激发其

学习积极性、 创造性和主动性， 努力将中华传统文

化的精华成分、 积极因素吸纳其中， 使之转化提

升， 创新发展， 在课堂上彰显信仰之美、 崇高之

美， 弘扬中国精神、 传播中国声音， 鼓舞学生高度

的文化自信。 如在课堂教学中主动采用学生喜欢的

话语体系， 综合运用微信、 微博、 手机 ＡＡＰ 等新

媒体平台向学生推送与所学章节内容有关的中国古

代的名人轶事、 美文赏析、 戏曲相声、 词曲优美的

流行音乐、 古典音乐……让学生赏析的同时发表自

己的感想， 并以弹幕等形式展开课堂讨论， 通过课

堂有形世界与网络无形世界， 传统教育、 教学方法

与 “读屏时代” 等的有机结合来实现思政课的教

学目标。
４． 榜样示范， 躬行践履。 孔子指出， “其身

正， 不令而行” （ 《论语·子路》）。 孟子云： “教
者必以正” （ 《孟子·离娄 （上）》）； 荀子也提出

了 “师以身为正仪” （ 《 荀子·修身》）， 几位先哲

都告诫我们要以身作则， 正人必先正己。 高校思政

课教学质量与效果的提升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真理

力量的感召， 还需要榜样力量的感染。 中华民族上

下五千年， 有成千上万的各方面的光辉典范值得我

们学习和效仿， 因此， 思政课可以根据不同的课堂

教学内容精心选取相关人物做标杆， 充分发挥其榜

样力量去引导学生。 此外， 思政课教师应不断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 提升精神境界， 达到

内圣外王， 从言行举止、 衣着打扮、 学识修养等方

面行不言之教， 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 真

正深入学生的精神世界， 触及其灵魂、 引起其共

鸣。 最后， 还可以开展传承践行中华优秀传统美德

的先进团体和个人、 大学生道德模范等的评选， 充

分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的同时， 将传统文化润物

无声地融入学生的学习生活， 为传统文化融入思政

课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二 　 活化传统文化的精华， 丰富
思政课教学内容

　 　 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优秀传统文

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 如果

丢掉了， 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３］３１３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蕴含着丰富且独具一格的

精神气质与精神品格， 是高校思政课教学最具深厚

文化底蕴的教育资源， 为思政课教学提供了丰富鲜

活的素材。 思政课主要的教学内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植根于我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沃土生长和繁荣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

身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有着天然的契

合。 深度挖掘、 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 将其行之有

效地融入思政课教学内容里， 改变过去脱离实际一

味地讲原理、 说哲思、 论原则等照本宣科现象， 用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中国百姓喜闻乐见

的语言形式， 深入浅出地阐明思政课教学内容， 以

理论透彻力和现实解释力不断提升思政课的亲和

力、 影响力和感染力， 从而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与

效果。 现选取部分传统文化内容如下：
１．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家国情怀。 “家是最

小国， 国是大的家。” 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强烈的家

国一体、 家国同构的家国情怀， 蕴涵着丰富的在家

尽 “孝” 的家庭伦理观与在外 “治国、 平天下”
的爱国主义精神。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家国情怀，
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信仰及优秀品格。 在中华民

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 有屈原、 苏武、 岳飞、 文天

祥、 辛弃疾、 戚继光、 杨靖宇、 钱学森等无数的爱

国典范； 有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我自横刀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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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天下兴亡， 匹夫有

责”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等许多

生动的爱国名言警句； 有 “苏武牧羊” “屈原负石

投河” “岳母刺字” “林则徐虎门销烟” 等感人的

爱国典故……这些生动的精神文化素材与 《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绪论中的 “时代新人要以

民族复兴为己任”、 第二章第三节 “在实现中国梦

的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第三章第二节 “爱国主

义及其时代要求”、 第四章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第五章第二节 “吸收借鉴优秀道德成果”
等知识点； 以及整个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的上、
中、 下篇各个不同阶段深度结合， 不仅有利于思政

课教学内容上的生动有趣， 极具张力和说服力， 而

且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情怀， 促使

其努力将朴素的爱国情感升华为自觉的理性爱国意

识， 将思想上的爱国自觉转化为实际行动， 自觉投

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 的伟大实

践， 并在实践中将自己磨砺成合格的 “时代新

人”。
２． 以仁者爱人为重点的社会情怀。 孔子主张

“仁者爱人”； 孟子更是推崇推己及人， 推己及物，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孟子

·梁惠王上》）， “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
（ 《孟子·尽心上》）； 墨子从 “爱亲” 拓展到 “兼
爱” ……传统文化的 “仁爱” 思想由亲亲之爱拓

展到对他人， 甚至是对一切生命的仁爱， 体现在人

与自然关系上的和谐共存， 人与人的关系上的相互

包容、 守望相助， 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的合群济众。
将这些传统思想与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第三节 “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与 《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第一章第二节 “事物的联系

和发展”、 第三章第一节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以及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第十章第四节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 等知识点深度融合， 不仅有助于帮助大学

生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 个人与自然、 个人与社会

等之间的关系， 而且有助于帮助其树立理解尊重关

爱他人、 自然和社会的社会情怀。
３． 以崇德向善为主旨的修身情怀。 《礼记·

大学》 说： “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 《大学》 所

载：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

下平”。 孟子认为 “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 ”， “身正而天下归之”。［４］ “君子坦荡

荡， 小人长戚戚” “上善若水， 厚德载物” 等中华

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个人道德修养， 认为修身不仅是

一个人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先决条件， 而且是其

精神生活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关键。 这部分内容可以

用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课程第一章

“意识的能动作用” 一节以及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的第五章等多个章节， 同时这些哲理名

言也与高校思政课 “立德树人” 的教学目标十分

契合。 因此， 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深入挖

掘并活化传统文化中以理制欲、 以义制利、 奉公尚

忠、 礼让、 虔敬、 友善、 诚信、 公正等的传统美

德， 主动将其融入思政课教学， 帮助学生加强道德

修养， 做到能知荣辱、 明是非、 辨美丑， 健全其理

想人格。
４． 以自强不息为动力的奋斗情怀。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百折不

挠、 愈挫愈奋的民族品格。 “有志者， 事竟成”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宝剑锋自

磨砺出， 梅花暗自苦香来” 等古代经典词句蕴含

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自强不息精神。 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 喊得来的， 而是

拼出来、 干出来的”； “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 也

是圆梦人。 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 圆梦需要奋斗和

奉献。” 为了培养青年的奋斗情怀， 需要将传统文

化中涉及自强不息精神的经典文本和历史人物故事

引入思政课堂。 这部分内容可以用在 《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概论》 课程第一章第一节中 “物质与

意识的辩证关系”、 第二节 “质变量变规律”； 《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二章第三节 “理想与

现实的关系”、 第三章第一节 “弘扬中国精神” 等

多个知识点以及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的通篇内

容当中。 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明白人生只有通过脚踏

实地、 埋头苦干才能充分展现自己的抱负和激情，
只有顽强拼搏、 用勤劳的双手才能成就属于自己的

人生精彩； 而且还能让学生对我们国家在短短的几

十年间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有

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此外， 中华传统文化还有许多的思想理念和文

化精神， 如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的

“和” 文化、 “天人合一” 思想等历久弥新， 与当

下思政课的教学知识点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等

高度契合。 将这些中华传统文化不着痕迹地融入思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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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课教学，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结合时代要

求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实现传统文

化与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有机对接， 通过讲好中国故

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来提升高校思政课魅力及教学

效果。

三　 结束语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

创新。” ［３］１６４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的根本， 高校思政课是塑造灵魂、 塑造生命、 塑造

时代新人的主阵地， 同时也担负着传承与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 因此， 思政课教师不仅自己

要深入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 掌握其魅力及精髓，
而且要从思政课特点与学生实际出发， 讲授好与课

堂教学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 并充分利用新媒体等

先进技术和手段向学生推送更多的传统文化信息。
努力构建课内与课外、 线上与线下、 网内与网外、
显性与隐性等一体化的传统文化教学体系， 激发学

生学习思政理论的兴趣， 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民族文

化认同感， 以触及学生灵魂的方式， 在提升思政课

教学质量与效果的同时， 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提升大学生群体的文化自信， 提高其民族自

尊心和自信心， 民族归属感和自豪感， 为实现中华

民族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源源不断地提供可

靠的后备人才， 这也是新形势下高校思政课教师的

使命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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