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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作为正处于价值观体系成形期的特殊群体,极易受周遭环境的影响发生价值观动摇或心理危机,在国家大力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强调思政教育课程的今天,如何培养、怎么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接班人是思政教育面临的重要

问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展现载体,其思想与精神的精粹处,时至今日仍值得借鉴于思政教育以

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此,高校需要做出努力：确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潜移默化纳入思政

授课的教学计划当中；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对大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径；把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

环境作为载体,使大学生时时处处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和熏陶,从而为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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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是信息多元、文化多元、思潮多元的时代,多

元的文化形式对于大学生思想认识与价值观的形成发挥着

不可小觑的影响作用。大学生作为价值观初成体系的特殊群

体,是国家重点培养的人才,可以说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对未

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等发

挥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在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

关键期帮助其塑造正面的、积极的、友好的、向上的价值观,

成为摆在高等教育和教师们面前的重大事件。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播、借鉴与创造性地吸收,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合

理途径。 

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的作用 

1.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

要的思想源泉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

源泉,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于华夏土地上有坚实的脊梁,根植

于历史亦埋系于当下。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作出重要论述、

提出明确要求,中央政治局围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集体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呈现的不仅是一个国家奋力前进的目标,更渗透着优秀传

统文化的继承。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生活氛围单纯,学术气息

浓厚,通过书香熏陶与教师的言传身教,能够直接地享受到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洗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深入大学

生的内心,让其在思想上积极乐观,在言行上懂得张弛有度,

在认识上能够健康单纯。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大

学生能具有辨识真假、善恶、美丑、黑白的眼光,才能认清

楚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本质,才能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更好地去爱国、爱社会、爱自己。 

1.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载体 

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形成了各种重要的传统

节日和纪念日,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和呈现形式,传递着优秀传统文化,随着时代发展,人们亦不

断更新着庆祝形式中的细枝末节,如今身处信息时代的大学

生,对于抗日战争时期与艰苦岁月的理解只能限于历史教科

书与老人家们的口头传颂,他们感知历史、感知岁月、感知

传统的直接形式很多是通过庆祝传统节日并塑造一种创新

性的仪式感。这种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节日与庆

祝活动像是一种纽带将当代大学生与过去的历史联系在一

起,让大学生们懂得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感知优秀传统节

日的内涵,从而加深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意义的理解,加强对于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热爱,并不断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重诚信、重和、提倡家风建设等优秀

文化传承早已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为人处世和家道伦常之

中。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下的伦理道德标准对人、事、物进

行评价和判断,美、丑、善、恶中均会显露着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影子。尊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意味着尊重国家层面

所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标准,意味着崇尚社会

层面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追求,意味着推崇

个人层面所提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目标。可以说,

以 通俗易懂的形式传递出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接地气的地方,渗透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深

厚的群众基础。周围人群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可激励

着当代大学生走向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道路。 

2 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与方法 

2.1确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纳

入教学计划 

当今社会一大特点是舆论自由,而在舆论自由的同时难

免就会出现一些别有用心者故意歪曲事实,通过网络等媒体

发表一些反动的、消极的、偏激的言论。而当代大学生是一

个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并且经常活跃于网络微博、论坛、网络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7 期◆版本 1.0◆2019 年 7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1 

Education research 

新闻等领域的群体,容易受到舆论的影响。所以,要弘扬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并发挥其在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的作用,就必须要确立正确的舆论导向,作为大学生引路

人的高校教师,可以通过日常的教学活动和计划来帮助大学

生学会独立思考,运用科学合理的推断,打破网络舆论中存

在的不实与谎言,教会大学生学会用审慎与严谨的眼光看待

每一个言论与思想,辨别是非,懂得和善于通过各种手段去

探寻真理所在,从而保持一颗明辨是非的心。 

2.2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对大学生进行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径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结合

点在于：其一,高校思想政治课程内容主要的思想源泉—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在马克思主义

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完善中产生出来的,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

党人的实践经验。其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内容紧紧围绕

社会主义建设与完善过程中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与前沿实

践问题,引领大学生对于当代社会问题展开思考,塑造大学

生健康的观念与灵魂,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

承载的丰富而深刻的道德教育资源。因此,要弘扬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并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必须要借助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教育媒介,将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中所承载的有关个人伦理、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等的

道德规范体系转化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塑造大学生符合伦常

的思想观念,并培育他们健康与积极向上的灵魂,在不断的

探索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3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为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奠定坚实的基础 

大学校园是文化多元与思维活跃的场所,在丰富多彩的

大学生活中,不断形成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环境,对大学生

的思想境界、言谈举止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利用好校园文化这种天然的传播途径,

能够在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不可忽视

的作用。为此,要积极发挥学生生活社区、学生社团、各类

学生比赛、校园文化节等活动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的

作用。在这些活动中,学生一改在课堂上被动接受知识的面

貌,而是自己成为主体,努力展现并释放真实的自我,其素质

与文化底蕴更容易在活动中外化性表现出来,天性会使大学

生群体都被这种主动与自由所吸引,继而通过彼此感染表现

出 为真实与真性情的一面。因此,学校要鼓励大学生参与

到校园文化生活中去,并应通过各种办法向校园文化生活注

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元素,将其所形成的教育气息融入学

生生活的点滴当中去,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当代大学生,自觉地

塑造自己的优秀文化底蕴,并逐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利用传统文化进行大学生“信仰”与“理想”教育 

目前大学生由于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的

影响,价值观浮躁、理想功利化、不求实只向“钱”的特征

愈加明显,片面追求成功学,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知之甚少甚

至嗤笑不以为意的大学生不在少数,究其深层原因,应试教

育中思政教育的应试化、与大学接轨时的断层化、社会风气

浮躁化的影响都有关系,在应试教育中,教师与学生片面追

求成绩,对于如何树立学生正确的信仰理想鲜少涉及,升入

大学,若思政教育课仍传统化的教室主体、灌输式的理论教

育,考试化的考核形式,那么思政课仍会只停留一个片面的

枯燥刻板印象在学生心中,这是不符合当今形势下,习近平

总书记提倡思政教育课要具有亲和力,接地气和启发式的,

因而思政教育课的改革中,如何通过思政课,潜移默化的树

立学生正确的信仰和理想,培养学生对于榜样力量的认可和

学习,如何通过情感认同对红色文化产生认同、学习是新时

期下的思政课急需探讨的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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