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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对加强高校思政教育主阵地建设和实现“立德树人”教育目

标具有重要作用。聚焦高校存在的“思政教育以课堂说教为主，渠道单一，实效性差；思政教育内容空

洞陈旧，亲和力不强，针对性差；企业、家庭、社会参与思政教育协同度低，主动性差”三个问题，借

鉴马丁•塞利格曼积极心理学理论并使之本土化，融入“云南民族文化”“陆军讲武堂”“张桂梅事迹”

“聂耳文化”等地方优秀文化，贯通三个课堂，提出“拓宽思政教育渠道，提升思政亲和力，增强学生

自信心”等实践研究思路，打造一条地方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实践之路，构建思政教育共同体，打造思

政教育生态链，形成“融入地方优秀文化，‘校企家社’协同育人”的高校思政教育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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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xcellent cultur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realizing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Focusing on the existen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based on classroom preaching, single channel, poor effectiveness; The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empty and old, the affinity is not strong, poor per-
tinence; Enterprise, family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low 
coordination, poor initiative” three problems, draw on and localize Martin Seligman’s theory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tegrating into the “Yunnan National culture”, “Army Lecture Hall”, “Zhang 
Guimei deeds”, “Nie Er culture” and other local excellent culture, through three classes, put for-
ward “broaden the channels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mprove education affinity, enhance stu-
dents’ confidence” practice research ideas, build a local culture into th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build ideological education community, build ideological education chain and form 
“into the local excellent culture”, school home club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new mode of ideo-
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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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关系

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

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

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强调，必须“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

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

起来”[3]。进入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使命任务、基础条件和客观环境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

新的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引领高等教育正确发展方向，推进高校社会功能和教育目的实现具有重要

作用。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趋向多元发展，国内外形势日趋复杂，“文化软实力”也成为国家综合

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更加激烈、更加频繁。目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思想

认识偏差、理论实践教学创新不足、教育主体优势地位减弱等问题[4]。要加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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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从贯彻创新意识、建立长效机制、优

化教学内容、探索新型教学方法等方面着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经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强的清晰路径，新时代

大学生应该继续弘扬建设中华文化更大更强。本文基于全面贯彻习总书记“立德树人”的重要指示，融

入地方优秀文化，构建具有“乡土气息、地方特色、职业特点”的“校企家社”协同育人的模式(见图 1)。 
 

 
Figure 1. “School, enterprise, family and club” cooperative education mode 
图 1. “校企家社”协同育人模式 

2.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逻辑理据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

道德教育”[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根基，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充分挖掘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意蕴，需要基于多重因素的考量。面对未来思政教育工

作的递进开展和创新，就需要对两者之间存在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进行考量。 

2.1.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理论逻辑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理论逻辑主要包括：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资

源；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落实高校“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

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6]，把新时

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从理论逻辑上来说两者是一种经典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相融合

的教育理念。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教育，其具有文化属性，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丰

富了教育内容，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全面、深刻的思想启发和精神养料。传统文化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智慧，

通过传授古代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等领域的经典，学生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从

而形成文化认同感。如：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道家的“自然观念”，从孔子的“仁爱、德治”、

老子的“道法自然”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7]，这些文化和价值观念成为高校思政教育的宝贵资源。

优秀传统文化涵盖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这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广泛的素材。通过深入

研究传统文学作品如《红楼梦》、《论语》等，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生哲理、伦理道德。传统文化中

的传统仪式、节庆、传说等也为思政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案例和实践机会。高校思政课堂教学内容应该按

照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原则，将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到高校思政课堂教学中，高校思政教师除了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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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马克思结合主义中国化，还应该把优秀传统文化，国情民风、民族传统文化、民

风习俗、先进事迹讲给新时代大学生，本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原则，激发新时代大学生的爱国

主义情怀，培养文化认同和辨别真理的能力。经过千年历史长河的积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渊源

流传，博大精深”，它既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行动和价值观念，又潜移默化的发挥利民利国的作用；

众多中华优秀文化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天然矿场，丰富的文化资源既能扩充文化教育知识，也能提

升教育质量，全方位发展人，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2.2.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现实逻辑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理论逻辑主要包括：传承和弘扬文化遗产，推动文化

创新；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推动新时代人才培养全面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流传在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的历史和价值观念，是国家

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源泉[8]。通过传承和弘扬，国家能够强化文化自信，提升国际影响力，同时也激发了

文化创新的源泉；高校作为知识传授和文化传承的机构，应该加强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设置，鼓励学生学

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文化自觉和认同，达到传承与弘扬。通过组织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究，为文

化创新提供新的灵感和方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推动学术界与社会的互动，

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化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培养学生

的爱国情怀”指明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在要求和价值遵循[9]。优秀传统文化强调道德伦理、家国

情怀，新时代大学生接受祖国江河大地的养育、历史文化的滋养、民族语言、风俗礼仪，这都体现出个

人与国家之间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人，必然会以维护祖国的利益为价值导向，

已实现祖国繁荣富强为价值目标[10]。文化的繁荣侧面反映一个社会的和谐和富强，通过优秀传统文化能

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提升大学生正义、善良、诚信等价值的发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众多中华优秀

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和发展颇深，费孝通先生晚年在学术领域提倡的“文化自觉”的理论，中国传统

文化强调的“和而不同”“和合共生”思想，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蕴含着丰厚的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基因，这一重要理念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智慧。比如:中国古代

“四大发明”；郑和下西洋促进世界经济文化；古丝绸之路和现代“一带一路”文明之路。 

3. 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 

3.1. 构建“三个课堂”，融通思政文化、活动与实践，提升思政教育实效 

构建“三个课堂”(如图 2)，融通思政文化、活动与实践，提升思政教育实效，破解思政教育以课堂

说教为主、渠道单一、实效性差的问题。 

3.1.1. 第一课堂规范思想，文化育人 
一是课程特色鲜明。挖掘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文化育人内涵，研究课程教学设计与思政教育契

合点，提升学生文化素养、专业技能。建设和利用线上思政教学资源《张桂梅精神》、寻甸《红军长征

精神》的开发和使用等。二是课堂教学生动。文学类课堂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熏陶，引入“忠孝德廉仁善”

为精神内核的《云南陆军讲武堂》传统文化；胸怀祖国、乐于奉献的“杨善洲精神”；刚毅坚卓的“西

南联大”求学精神。三是课程亲近自然。开设或出版“回归自然，亲近自然”体验祖国大好河山的课程

或读本，纳入教学，录制文化微课，丰富德育资源。实现“文化认同、思想提升”的目标。 

3.1.2. 第二课堂培养兴趣，活动育人 
学校主导：根据地方特色及学生心理测评结果，融入积极心理学，针对性开展社团、诵唱、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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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龙等系列活动。校企共筑：邀地方企业名匠到校交流，指导实习，为学生讲解企业文化、生产流程，

诠释名匠精神。家校共育：合作共建研学、劳动实践基地，将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工匠精神融入学生

徒步旅行、观摩聆听、拜谒孔子等活动中。实现“阳光自信、愿学乐学”的目标。 

3.1.3. 第三课堂提升自信，实践育人 
进企业：组织参观学习、主题讲座、流动课堂等活动，提高职业素养。进社区：组织社会实践、志

愿服务、礼仪服务，提升社会责任感。进生活：组织劳动实践、内务展示，培养坚定乐观态度。实现“德

技并修，知行合一”的目标。 
 

 
Figure 2. Local excellent culture permeates the three classes 
图 2. 地方优秀文化渗透三个课堂 

3.2. 建设“校企家社”思政教育共同体，打造思政生态链，形成思政合力 

建设“校企家社”(如图 3)思政教育共同体，打造思政生态链，形成思政合力，解决家庭、社会、企

业参与思政教育协同度低，主动性差的问题。 

3.2.1. 建立协同育人机制 
按照网格化管理理念，强化“组织、政策、教学、条件”四要素保障。一是组织保障：组建思政教

育工作委员会、校企合作工作委员会、家长委员会、中职生积极心理学研究室，形成组织保障体系。二

是政策保障：协同多方力量，建立《家长委员会章程》《校企合作领导小组工作制度》等管理制度，制

定年度思政教育计划，确立年度实施与评价方案，形成政策保障体系[11]。三是教学保障：将提升学生自

信心纳入人才培养目标，构建“四位一体”的具有地方文化特色课程，将文化育人理念贯穿课程资源的

设计与实施，形成教学保障体系。四是条件保障：建设学生社团活动室、校内实训基地、校外实训基地、

社会研学实践基地，社会单位参与其中，企业倾力支持学校办学，聘请云南名匠等行业能手、社会名人、

技能大师兼任社会思政教育辅导员。 

3.2.2. 打造思政教育共同体 
形成思政生态链，实现协同管理、互助育人的机制。成立思政教育工作委员会：校长任组长，企业、

家庭、社会代表为成员的工作小组，设置大学生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将思政理

念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协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成立校企合作委员会：制定

《校企合作及学生校外实习管理制度》，组织校企交流学习。成立家长委员会：完善家校合作育人实施

方案，创建全国“家校共育”数字化试点校。成立校外研学实践委员会：与“褚橙实业集团”等公司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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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签订《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合作协议》，与“聂耳文化纪念馆”等合作签订研学基地。 

3.2.3. 健全评价激励机制 
借鉴积极心理学理论，“校企家社”共同构建评价体系，研究中职生积极心理品质，定期心理测评，

挖掘学生潜能，了解学生心理状态，扫除监管盲区，及时反馈，快速干预，培养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促

进学生向善向上、健康成长。建立个性化评价激励机制，提升学生自信心。 
 

 
Figure 3. “School-enterprise-home-socie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图 3. “校企家社”思政共同体 

3.3. 渗透地方优秀文化，强化浓郁乡土味，增进德育亲和力 

渗透地方优秀文化，强化浓郁乡土味，增进德育亲和力，解决思政教育内容空洞陈旧、亲和力不强、

针对性差的问题。 

3.3.1. 增进文化认同 
云南蕴含丰富的戏剧资源，除了滇剧、花灯等汉族戏剧外还有傣族、彝族和傈僳族等多民族戏剧交

融蕴含着突出的文化认同意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创作《山间铃响马帮来》《西盟的早晨》等文学作品；

《阿佤人民唱新歌》等经典歌曲。挖掘利用“古滇文化”“南诏德化碑”“建水文庙”等历史文化，开

展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历史文化研究；拓展少数民族节日的传承和创新，如：彝族“火把节”，

傣族“泼水节”景颇族“目瑙纵歌节”等文化节日品牌。学校引入以上地方优秀文化融入第一课堂，作

为特色思政资源丰富思政教育内容[12]。 

3.3.2. 增强活动体验 
组织学生参加舞龙、诵唱、志愿服务、环湖研学、祭拜孔子等活动，邀请非遗传人讲述建水土陶、

民族服饰、扎染手工艺等云南特有的起源和制造工艺，挖掘并应用家乡的、身边的思政元素，在活动中

体会地方优秀文化的魅力，培养“爱国、爱乡、爱家”的情怀，提升思政教育亲和力。 

3.3.3. 促进实践内化 
依托在本地企业的校外实践基地，让学生亲身体验重走长征路、澄江化石开采、百年陶瓷、烟草、

云南白药的制造过程，名工巧匠言传身教让学生深切体会工艺传承背后蕴含的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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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精神。通过实践，使学生成为文化传承的一份子，实现“芝兰入室久而自香”的思政教育效果[13]。 

4. 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创新与特点 

4.1. 理论应用创新：积极心理学在高校思政教育本土化运用 

探索积极心理学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的本土化路径，使思政教育渠道、内容、方法适合高校大学

生的心理特点。响应新时期国家提出的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指导思想，借鉴积极心理学开展思政

教育。理念更新助力思政入脑入心。以积极心理学的积极情绪体验理论、积极人格特质理论等理念引导

教师、企业、家长、社会等思政主体深入了解学生心理特征与个性需求，为高校思政带来了新视角。活

动唤醒学生自我教育。根据测评结果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政教育活动。职业规划增强职业认同。定期进行

职业兴趣测试、职业价值观测验等，针对评测结果修正学生思想，增强学生职业认同感(见图 4)。 
 

 
Figure 4. Local us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图 4. 积极心理学的本土化运用 

4.2. 思政教育载体创新：地方优秀文化渗透贯穿三个课堂 

融入地方文化：把地方优秀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张桂梅思政大讲堂”，寻甸“红军长征精神”，

“陆军讲武堂文化”“聂耳文化”和各民族非遗文化等融入课程建设和思政教育活动。融入核心价值观：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教育有机结合，推动本土优秀文化渗透贯穿三个课堂。融入

多元教学模式：采用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让思政教育由思想理念走向生活实践，

由学校主导走向多方协同(见图 5)。 
 

 
Figure 5. The local excellent culture permeates three classes 
图 5. 地方优秀文化渗透三个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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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思政教育模式创新：建立“校企家社”协同育人的模式 

全面贯彻习总书记“立德树人”的重要指示，融入地方优秀文化，构建具有“乡土气息、地方特色、

职业特点”的“校企家社”协同育人的模式[14]。宏观上，将“校企家社”协同育人理念写入学校章程，

纳入发展规划，建立全员参与的思政生态链。中观上，重构“校企家社”协同育人课程体系，开发特色

课程资源，采用多元教学模式实现文化育人润品性、活动育人强素养、实践育人铸匠心。微观上，借鉴

积极心理学理论，构建学生心理评测体系及评测模型，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形成动态心理监测依据。 

5. 结语 

文章主要通过对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进行了研究，基于逻辑理据的基础上

关注新时代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如何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以加强高校思政教育主阵地建设和实现“立德树

人”教育目标；文章指出高校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并借鉴马丁·塞利格曼的积极心理学理论，将其本

土化，融入云南民族文化、陆军讲武堂、张桂梅事迹等地方优秀文化；文章最后提出了构建“三个课堂”，

融通思政文化、活动与实践，提升思政教育实效，建设“校企家社”思政教育共同体，打造思政生态链，

形成思政合力，渗透地方优秀文化，强化浓郁乡土味，增进德育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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