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19 

Education Research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探究 
 
李雨澍  田原 
河南农业大学 
DOI:10.32629/er.v3i6.2909 
 
[摘  要] 遥望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绚丽日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造就了如今中国强盛的文化根柢和良好的文化

发展趋势。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无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课

题。大学,是传播、研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场所,担负着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使命。在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

大课题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本文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出发,浅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中的重

要意义,剖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校园文化的现实处境,寻求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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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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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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在校大学生在价值多元化和文化广泛化的环境下,无法正确看待多元

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不同程度地表现为政治站位不高、理想信念

偏差、传统文化鄙夷等现象,他们崇尚解放天性,独立自主,把西方文明、

韩流日流捧为圣经,消极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对唐诗宋词和文

言古句不屑一顾、视如敝屣。 

2.3互联网新技术冲击 

网络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是空前的,一方面网络技术推崇的是快

速、简介、新颖、高效的理念,网络信息日新月异,就像大海一样,淹没其

中难以自拔。传统的装帧书籍和报纸报刊被弃之不顾,造成网络至上的错

误观念。当代大学生都是零零后或泛零零后,他们是新世纪的一代新人,

诞生于移动网络健全发展的数字时代,每天与网络结伴而行,容易接纳和

尝试新鲜事物。但是网络这把双刃剑往往将其推向网络游戏、网络社交等

泥沼深渊,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另一方面互联网

催生新的文化形式出现,网络语言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网络语言它自身

的碎片化和无逻辑性容易造成误读和文化传递之间的代沟,对传统文化的

发展无疑是一种阻碍和打击。 

2.4高校自身原因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现行的教育体制是“填鸭式教育”,即应试教育。

众多高校喊着素质教育的口号,但仍然“重成绩,轻德育”,加上大学生扩

招、就业压力突增,许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高校把毕业率、就业率看成

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以培养适合社会需求的人才为最终目标,忽视大学生

人文精神建设和传统文化培养,从根本上遗忘了“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校园文化中发展的道路途径 

3.1融入高校课程建设中 

课程建设是高校的一项基础工作,体现高校办学的软实力。高校以就

业率为主线势必会造成专业课至上,传统文化被排斥的尴尬局面。高校要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课程建设体系,结合自身地域性特色打造属于自

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品课程,实现有灵魂的通才教育。首先应开设《大

学语文》、《中华文明通识》等必修课程,增设《唐诗宋词》、《工笔写意》

等选修课程,提升大学课程系统完整性。其次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高度结合,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兴趣。同时

要引进一批德才兼备与传统文化相关专业的人才,打造一支高思想、高水

平、高素质、高能力的教师队伍。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以原汁原味的

经典教材为主,以其他文化知识为辅来安排课程体系,阐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3.2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 

校园是大学生学习、生活、成长的乐园,高校要打造积极向上、充满

正能量且饱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人文环境,凭借“第二课堂”丰富

的平台,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第二课

堂”参与度,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当代大学生校园文化生活相融合。

通过古代园林造园手法重现,历史名人雕塑个性化树立,名言警句指示牌

制作,让校园的绿化、建筑、道路、走廊、教室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代言人”,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和陶冶效果。以重大历史事件和

重要传统节庆为契机,开展师生纪念、民俗娱乐、经典诵读等活动,传播主

流价值。以国学大师公开课、高雅艺术进校园、传统文化团日活动、传统

文化辩论赛、博物馆一日游等为载体,定期开展各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主题交流、展示和实践活动,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 

3.3融入现代信息技术中 

充分利用校报、杂志、校广播台等传统媒介的同时,要不断创新宣传

的思路和广度,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与现

代信息技术高度融合,构建中华传统文化网络新阵地。通过“两微一端”

全线开通,在学校官网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栏,在QQ公众号、微信公众

号和官方微博号定期推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彩文章及影片,在学校电子

屏幕滚动播放经典诗词歌赋,创建国学经典APP等传播形式,营造浓郁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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