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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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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中华民族在长久的文明演变和发展过程中,由

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天然环境、经济模式、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等作用所

形成的文化积聚。它不仅仅存在于系统化的制度、规范的客观事物中,而

且潜移默化地改变并存在于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结构、知识框架、

道德伦理、风俗习惯、行为举止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民族历史有着积

极的推动作用,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依靠、精神支

撑、精神力量、精神情怀,其中蕴含的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人生修养,

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行为准则,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治国之道,仁爱孝

悌、礼义廉耻的道德伦理,对于高校文化建设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高

校校园文化,指高等学校这一特定的环境内,在高等学校发展过程中,高校

管理者及广大师生员工以教学科研、社会实践、生产生活、课外互动等一

系列活动为主要内容所形成的物质及精神产物。涵盖校园制度文化、校园

行为文化、校园精神文化、校园物质文化四个方面。高校校园文化拥有广

泛的教育资源,对于增强学校教育魅力,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

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重大意义。要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就必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平台,紧紧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进一步融合与创新性发展。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意义与价值 

1.1当代青年学习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激烈动荡、权利对象

转移变化、世界秩序出现崩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多元化进程不断深

入,“文化入侵”和“文化趋同”现象络绎不绝,一些人崇尚着“外国什么

都好”的管中窥豹的思想,盲目的追逐外国文化,而忽略原有的中华文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显著提高,

名望日益增强。中国作为文化大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阶段。新时代青年是“两个一百年”的参与者、贡献者、见证者,理应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发扬者和践行者,不忘本才能开辟新未来,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继承和发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也必然成为当代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 

1.2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需要 

文化的核心是意识形态,高校校园文化是意识形态的核心载体,是大

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的重要途径。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观等思潮近

来在高校沉渣泛起,通过各种方式,捏造各种事实来重新解读历史,扭曲和

抹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所谓的自由、平等、人权观念,其实质却具

有虚伪性、表面性、自私性。与此同时,高校校园作为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以文砺人的家园,自然成为传承文明、推动社会前进的基地,高校校园

文化的文化反哺和社会辐射现象尤为凸显。高校校园文化通过一批批莘莘

学子、校园文化特色品牌、暑期社会实践、书刊论文以及网络新阵地不停

地与当下社会进行衔接互动,影响着社会风潮。因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高度融合可以使公众能够更加理解和接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刮起一阵“传统风”,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有重

大意义。 

1.3培养博学笃志的当代大学生的历史要求 

大学不仅是学术殿堂,更是人生修养的大学堂。大学生正处于人生中

的关键阶段,三观逐渐形成,正在大步迈向成熟,高校要帮助大学生扣好人

生中的第一颗纽扣,助力大学生走好人生的第一步。“国有四维,礼义廉耻,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每个时代

都有每个时代奉行的价值观,遵守社会规范,奉行公平正义、知耻行善、廉

洁奉公,这是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五千年文明沉淀凝聚着丰

富的精华,包括“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代表的学习

态度、“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为代表的笃行精神、“新

松很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为代表的好恶观念、“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满乾坤”为代表的自律意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为代表

的家庭情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代表的爱国情怀、“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代表的价值观念等积极向上

的理念和思想。时时刻刻都不能将传统文化抛掷脑后,忘记了传统文化,

脱离了传统文化,我们就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2.1历史遗留问题 

中国在明朝中期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后来因清朝闭关锁国,使得中

国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而当时先进的知识

分子在思考过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传播了两千年的“儒学”

思想的过错。把当时中国落后的窘境完全归咎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

化,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蒙蔽民智,控制思想,不但全盘否定传统,甚至

完全接受西化。“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

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明镜所

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在新时代下,我们要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

承者和弘扬者,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史为鉴,

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2.2多元文化冲突 

全球化和信息化让地球村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各种文化的发展都面

临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层出不穷,浩如烟海,无差别地渗透与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