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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沉淀中汇总形成的思想成果总和，具有深沉的精神力量和现实意义。

但是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还存在着认同感差、动力不足等问题，这要求我们要积

极推动高校德育融合传统文化实践工作，结合新时代的背景在创新中谋发展，让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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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在当前世界文明大趋势下，文化自信是对于本民族文化内容、起源、地

位和价值的肯定、认同和践行。大学生作为推进新时代“伟大事业”和实现“伟大梦想”的主力军，肩

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应该在传承、创新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过程中，不断坚定文化自信，挺起文化脊梁。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经历了更迭换代，能够充分展现出中国的历史面貌和演变轨迹。作

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分，它凝聚了各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是涵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沃土。早在 1938 年，毛泽东就给出了答

案，我们不应该遗忘或者中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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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历代各族人民的文化碰撞，最终形成了“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涵，其核心是道德教育。孔子强调“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君子

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

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修身养性，建立正确的人生观。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

求每个人都要锐意进取，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中华

民族家国情怀的精神写照。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情怀一直激励着中华儿女从站起来到强起来，“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真是荡气回肠。

中华儿女这份铮铮傲骨和刚健有为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

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5］，是大学生建设文化自信的强大

精神支撑和主要动力源。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教育的传承与困境

2.1  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意义

2017 年发布实施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 2025 年基本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

通过普及教育、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来坚实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中华文化在 500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出于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

我们不能让传统文化在现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发生断流。近代史上的列强侵华战争，让我们饱受西方霸

权凌辱，是中华民族精神把我们千万儿女凝结起来，让我们无所畏惧，抵御外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

深刻变革，思想观念也有深刻变化，更加迫切地需要强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的认识。南怀瑾

先生有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如果文化亡掉

了，就会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是饱满人民精神需求的必要条件，有利于坚

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现代化、全球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大量的文

化碎片和多元的价值观涌入，让人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甄别。当代大学生作为网络受众群体中最壮大的

队伍之一，兼具传承发扬者和开拓建设者的身份，在进行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可以提高个人的文化修养，

打造完备心性，能在多元冗杂的文化和价值观冲击下，辨别是非，坚守品节。   

2.2　新时代下大学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困境

随着经济发展踏上新台阶，民生改善实现新跨越，改革迈向深层次，人们开始更加注重精神上的质

量和满足，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着新的困境。

2.2.1　公众普遍认同感差

随着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人们都开始拿起手机，应接不暇的快餐式文化逐渐取代传统文化成为大

众主流。大学生风华正茂，接受能力强，喜欢新鲜事物，热衷于追求当下的满足欲，用娱乐打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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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追剧代替阅读，低俗文化在潜移默化下影响了部分学生，使得他们为了所谓的“时髦”否定和放弃传

统文化，开始崇尚利己主义。同时，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一些糟粕被不怀好意地放大，让学生们不能全面

了解本国的文化，无法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传承意识不足。由于学校的科目设置，理科生本就缺

乏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而且出于升学压力，他们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去了解中华传统文化。除了高校

传承氛围淡薄，在社会上，传统文化也无法在多数领域中发挥实用性价值，从事相关工作的“文化人”

可能也没有全面深入地探讨过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中华传统文化衰落论”正在动摇瓦解中华民族的

文化自信。

2.2.2　外来冲击与内源流失

外来时尚文化虽然不具备丰富的内涵，但其擅长包装造势，打造出光鲜亮丽的形象得到了众多年轻

人的拥护。有研究表明，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在青少年所接触的外来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等

西方国家蛮横推行文化霸权，不择手段，通过不合法的途径对不同意识形态实施打压，已经严重威胁到

全球各范围正常的文化交流，甚至 2019 年还制定过文明冲突的“对华”攻击框架。受外来文化冲击的影响，

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模式都受到了影响，盲目追求西方文化的大有人在，我国文化生态形势严峻。

近年来，城镇化建设加快，而人们的保护意识薄弱，不能平衡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很多传

统文化形式面临着消失殆尽的困境。传统村落数量锐减，文物古迹被无底线地增加娱乐、经济功能，甚

至被拆除。传统节日风俗被漠视，人们说不出节日背后的含义。传统歌舞被认为俗不可耐，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冷落。新生代对传统文化缺乏兴趣，老一代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文化的传承出现内源动力乏力

的现象。高校作为孕育滋养未来的基地，也没有承担起弘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教育内容浅显，

形式虚有其表，学生体验感差，育人效果自然缺乏实效。

3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的价值意蕴

高校校园文化具有导向、凝聚、约束、辐射、思政等功能，学校德育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保证人

才培养的正确政治方向有重要作用，党中央历来对教育工作高度重视，强国必先强教，把中华传统优秀

文化融入高校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3.1　个人维度：强化精神教育，升华自身品格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蕴含着的深刻的民族精神融入校园文化，有助于学生产生国家自豪感，唤醒同学们强烈的爱国情怀，

坚定政治立场。《庄子·天下篇》提到“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此即内圣外王之道”。“内

圣外王”的统一后来成为儒家追求的经典命题，这个由内而外的结构强调了修己这一重要前提。“志不立，

则天下无可成之事”“人生须立志，立志当高远”，要求人们需要积极进取并且持之以恒，建立崇高的理想，

塑造正确的价值观，致力于升华自身道德文化素养和人格。大学生在学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

会不自觉地被吸引被滋养，能在多种价值观干扰中保持理智，对社会上的诱惑进行权衡甄别，明确自己

的志向，做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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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校维度：丰满育人职能，提供建设导向

丰富多彩的高校文化具有强烈的文化感召力，可以启发对生命价值和使命感的思考，让同学们感受

领悟多元文化的魅力，开阔眼界。现阶段的校园文化建设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存在很多短板。

一所高校应有的中心精神、高校老师应该推崇的、学生应该追求的都有很多不确定性，因此大力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情怀、正确价值观、责任担当等就显得举足轻重。以传统文化作为高校文化建设和

创新的踏板，提高学生思想共鸣能力，丰富教育素材和形式，“坚持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彰显学

生的主体地位。此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要充分尊重历史文明，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同时立足当下，吸收文化精髓，发挥传统文化在德育方面的独特优势，全面促进、推动师生的

综合素质教育，强化学生的价值观意志，丰满学校的道德育人、创新育人等职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焕发勃勃生机。

3.3　社会维度：增强文化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和传统，可以说我们不缺‘文’了，我们当代最缺少的是‘化’。文化

的繁荣发展到文化自觉，我个人的心得是：关键在一个‘化’字上”“文学的衰落表明一个民族的衰落。

这两者走下坡路的时候是齐头并进的”“中国文化应该有一种自信和从容，没有必要去声嘶力竭地辩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底蕴无可厚非，但是民众文化自觉还不普遍。通过与高校德育相融合，有

利于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民族的文化自信。在当前国际形势日渐复杂的背景

下，国际之间的竞争在文化软实力上也开始体现，文化的冲击不容小觑。将中华传统文化与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密切联系起来，不仅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契机，也赋予了社会新的活力，促使民众积

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向前。

4　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的路径

高校作为高素质青年成长的沃土，其中心任务是立德树人。新时代下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校

教育实践是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

4.1  强化氛围，提高学生承袭优秀传统文化意识

校园是学生学习、生活的场所，是学生踏入社会的一块跳板，是传统文化融入学校德育的客观保障，

对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具有深刻的背景价值。通过改进完备基础设施，减少一些超现代因素，

增加具有传统文化韵味的建筑设计和具体规划，将典型元素、文化标语巧妙应用于教室、餐厅、图书馆

等公共场合，强化中国风的整体氛围，在校园中推动形成崇尚优秀传统文化风向，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改

变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指南。其次，学校需要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发挥学校一些相关部门的宣

传作用，积极组织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华夏文明的活动，讲典型、学榜样，或者开展古诗词背诵比赛、

开设社团、举行辩论赛等形式，让文化流动起来，营造在玩中学的轻松氛围，提供学生主动学习了解传

统文化的动力，提高学生承袭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强化学生文化自信的实践感悟，为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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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德育提供契机。

4.2  发挥资源，创新以文育人、以文培元平台

首先，学校可以结合自身地理位置，发挥本地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影响力，提高学校德育工作内容

的饱满度，丰富教育形式，构建完善的培育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体系，让学生有强烈的体验感和代入

感，效果自然事半功倍。其次，学校可以借助多年的建校历史和科研优势，充分调动学校的师资力量，

提高教师对传统文化的理论学习和深入研究，打造出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以身作则，将传统

文化孵育的精神面貌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并鼓励推动教师将优秀传统文化寓之于堂的落实实践工

作，对传统文化高效融入学校德育实践有深刻的引导作用，奠定了高校培育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石。

最后，充分利用新兴的互联网技术，打造新媒体文化传播平台。学校对官方平台内容和常用的网络平

台要加以重视，发挥网络时代的空间优势，以优秀传统文化占领网络主阵地。可以定时播放红色文化

背景的电影，发布古代诗歌解析等内容，提高传统文化的影响力，逐渐辐射到广泛学生群体中。学校

应紧跟时代发展，不断创新以文育人、以文培元途径，开拓大学生文化传承的路径，达到大学生文化

自信教育的目标。

4.3  政府带头，引起社会广泛支持 

十八大以来，国家便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也作出重要论述，我

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片面地认为这只是高

校的责任，而是需要社会各个部门的支持。国家带头强调重要性，社会各个部门积极配合，在整个社会

上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让学生能时时感受到融洽友好的氛围，有利于学生明确思想定位，树立崇高的

理想信念，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综上所述，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德育实践是提高大学生文化自信的主要路径，通过营造

传统文化学习氛围、立足课堂、开展校园文化实践、创新教育平台和寻求社会支持等措施，充分利用好

高校的校园文化和科研资源等优势，可以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豪感，有利于中华文明焕发出更蓬勃

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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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Enhance the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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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 sum of the ide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5,000 years of history. It has profound spiritual strength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enhancing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such as poor sense of identity and lack of 
motivation. This requires us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eeking development through inno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and bringing new vitality to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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