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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推动中华文化传承的路径研究 
付兴明 

（白城师范学院  吉林省白城市  137000） 

摘要：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改革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目前已成为我国高校的主要课程，对培养学生的

综合素养水平具有积极的作用。由于我国传统教育理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以致于大部分高校学

生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并不利于我国文化的传承。本文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推动中华文化传承

路径进行研究，旨在促进高校学生综合素质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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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教育理念的不断创新，对高校的思想

政治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要推动高校学生

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同时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和

文化自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文化之间存在着必

然的联系。因此，将中华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进行有机结合，凸显出中华文化的地位，有助于更

好的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立德树人的教

育效果。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高校开展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社会发

展的必然要求。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我国越

来越注重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思想政治教育有

利于为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

观，可以为学生今后的发展道路提供正确的方向，

建立明确的发展目标，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水平

的提升。 

高校要想培养全方位发展的综合素质人才，离

不开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有助于培养社会中

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高校是为我国培养人才的重

要场所，同时高校学生也是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接班人，因此，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我国的社会发展[1]。高校的思想

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性，是我国独有的思想观

念，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对于中华文化的理

解，有助于推动高校学生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 

二、中华文化传承的现状 

受我国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高校学生对于思

想政治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承的观念理解并不透彻，

因此，导致大部分高校学生对于我国传统文化并不

能进行很好的传承。高校学生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

内容认识并不清晰，同时各高校对于中华文化传承

的重视程度不高，致使学生对中华文化理解并不深，

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对中华文化的推进作用不明显，

不能达到很好的教育目的，也不利于学生了解中华

民族精神，树立自身的文化自信。高校在利用思想

政治教育推动文化传承时对宣传的途径方法运用不

强，导致校园内的环境氛围感不强，宣传不到位。

高校课堂的时间是有限的，学生的上课时间比较松

散，并且思想政治教育的上课频率并不高，因此，

学校仅仅依靠课堂时间对学生进行教育是不够的，

高校并不能利用新媒体、开展活动等方式督促学生

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学习，从而导致对学生的教育

效果并不佳。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推动中华文化传承的路

径 

（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是靠时代的不断变迁积累

下来的精神财富，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培养离

不开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对于传统文化

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我国新时代的发展

理念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若是只盲目的将两者进行

结合，会导致高校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偏差，

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水平的提高。随着我国科技的

不断发展，互联网世界的信息也日益复杂，导致高

校学生所接收的信息也相对繁杂，这在一定程度上

会导致学生对中华文化产生错误的判断，从而影响

学生价值观念的培养。因此，将中华文化融入思想

政治教育课堂对学生进行积极的价值观引导，使学

生能够对文化信息进行正确的判断，有助于学生消

除内心中的疑惑，从而坚持科学的价值方向，并且

使自身行为能够符合我国社会的发展要求，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念[2]。 

（二）创新教育方式 

高校对学生的教育方式应打破传统的教学观

念，顺应时代的要求，创新教学理念，将实践与理

论相结合，使学生加深对于思想政治和中华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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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高校应积极开展相应的文化活动，让学生都

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活动当中，提升学生对于文化的

传承能力。同时高校应积极的创建学校自身的微信

公众号，让学生都进行关注，学校每天在公众号中

发布相关文章，促使学生进行阅读，以此提升学生

对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中华文化的理解能力。在思想

政治教育的课堂上，教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进行有

效的教学活动，在课堂中播放有关的政治性讲话和

我国的建党文艺晚会等，这既能促进学生对于课堂

的学习兴趣，也能充分的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

值，使学生能够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从而在内心迸发出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使学生能

够主动的对中华文化进行传承，培养学生的责任意

识和主动能力。 

（三）加强民族自信 

高校学生的文化自信来源于学生的民族信仰，

文化自信可以有效的减少国外文化对于我国高校学

生的冲击，实现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平等交

流[3]。而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文化相结合，使学生对

于民族文化具有一个完善的认知，使学生可以自觉

承担起文化传承的责任，让学生对于民族有强烈认

同感，通过文化使学生对于自身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提升学生对于文化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通过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帮助学生提

升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从而促使学生强化民族自

信，面对不同文化带来的冲击。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

是我国独有的人才培养方式，同时也是中华文化传

承的载体。高校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

人，理应承担起文化传承的责任，从而树立自身正

确的价值观，培养自觉意识。同时高校也应不断完

善自身的教学理念和模式，厘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与中华文化传承的关系，为学生打造一个优良的学

习环境，从而为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的提高奠定良

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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