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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创新高职思政教育模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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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精神资源，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高职思想政治
教育模式，并切实将其继承、弘扬和融贯到德育工作理论和实践之中，以求在高职德育实践层面上挖掘它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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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６５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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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段

话强调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和意义。本文拟从高职院校德育实践视角审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探索其创新模式，指导高职生的人生实践，培养良好品德，助推成长成才。

１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德育价值［１］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指的是历经沧桑而积淀传承下来的文化精华，代表适应生产力的先进文化发展

方向，与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福祉相契合，并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是德育教育的思想宝库。

１．１　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特色最本初的文化基因
“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吸纳了“致知力行、学以致用、格物致知、即物穷理、贵

在力行、循名责实、重效致用”等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管子·霸言》中即有“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

则国危［２］”之记述；而“以人为本”理念，是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等优秀传

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３］。

１．２　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文明提供了丰富的价值资源［４］

中华文明传承的精神基因是先民智慧的结晶即优秀传统文化。它突出人的社会责任，强调自强不

息、勇于担当的理想信念和向善的道德追求。尤其是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

心价值理念，带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发展和道德水平的提升。

中华文明能够不断发展源于两个原因：一是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不断克服和自省，二是源于

传统文化“和”的优势，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吸取精华、去其糟粕，成为指导我们“三观”的行动

指南。

１．３　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高职德育的重要精神资源
当今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但是精神文明与它的发展极度不协调。要避免物质发展给我们带来

的负面影响，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为现代化提供价值范导方面，中国优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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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价值体系蕴含着丰富的资源，我们大力提倡的爱国守法、诚信感恩、自强不息、见义勇为、求索创

新、敬业奉献、团结友爱等，本身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挖掘开发利用好这一资源，对

于彰显道德建设的特色具有根本意义。

２　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多种不良社会思潮冲击下，部分高职生思想上出现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体现在价值选择

矛盾化、价值追求实用化、价值取向多样化等方面，因此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高职生思政教育中的突出问题表现在：

２．１　唯我主义和急功近利的价值观［５］

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当今高职生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对人生的期望值很高，而在现实中因为经验

不足屡屡碰壁，心理失衡程度不断加重；且大多是独生子女，“心理断乳期”的他们在自我定位、人生整

体规划、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认识欠缺，导致对人生的迷茫、对生活的失措。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高职生的价值观趋向功利化，在价值目标的选择上，他们更注重个人眼前利

益，强调个人主义；在价值评价标准上，他们放弃责任、实干和奉献的原则，只想索取，忽视对社会的无私

奉献；部分学生职业道德观念淡薄，职业道德素质缺失，喜欢我行我素，在行为上产生道德偏离和道德失

范，表现为盲目自大、斤斤计较、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等。

２．２　注重专业知识学习，忽略道德修养学习
高职院校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宣传方法不够重视，过分强调对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忽视对学生

道德修养和思想觉悟的提高。被纳入高职院校思政理论课程的内容，主要是由诸多理论教学完成，大多

数学生关注的只是这些课程的理论成绩，对理论实质理解不深入、不透彻，对道德修养的内涵缺乏深刻

认知。

２．３　忽视传统美德教育，缺乏责任意识培养
使民族凝聚力彰显出强大生命力的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光荣历史，它为我们积累了悠

远绵长的传统文化价值财富。然而当下高职院校较多学生对中华传统美德没有充分的了解，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彰显意识比较淡薄。部分学生缺失理想信念，拜金主义严重，责任意识淡薄，是非观念混乱。

３　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德育工作是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奠基工程，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６］。然而高职院校的德育

教育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创新思政教育的模式。

３．１　在思政理论课体系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内容
伦理道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如孔子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孟子的“崇仁尚义”、

老子的“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庄子的“知天安命、无为而治”、墨子的“尚贤、尚同”、“兼相爱、交相利”

等，都对提高高职生思想道德水平有积极的影响。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崇

高的民族精神，给人带来积极进取的正能量［７］。

高职院校应切实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理论课体系中，也可通过选修课或者讲座开设“论语”

“道德经”“颜氏家训”“弟子规”等教学，讲授古今道德典故，探索道德模范精神，丰富思政理论课内涵，

促进高职生的道德内化和人格完善。

３．２　第二课堂的教学实践成为思政理论对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和创新
结合我国的传统节日、民风民俗、爱国纪念日（青年节、建党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等具有文化纪念

及传承的重大历史事件，开展第二课堂的社会实践教学活动，构建高职生社会实践参与机制，实现“知

行统一”“学以致用”的教学目标，践行传统美德，提高道德素养，加速高职生融入社会大环境的步伐。

３．３　在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中引入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作为公共课纳入高职院校的教学计划，贯穿于高职

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整个培养过程。针对当前部分高职生职业道德状况不理想的情况，我们把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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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面的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中，例如“以德为本，德教为先”的伦理观念，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性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百折不

挠、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等等，旨在培养高职生的诚信品质、敬业精神、遵纪守法意识，提高职业道德教

育实效性，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高职生。

３．４　加强大众传媒在思政理论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结合中的作用
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为高职院校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途径：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很

好地为高职生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个便利快捷的平台，将枯燥严谨的思政教育课堂搬到生动便捷的网

络上，对一些普遍真理、政治实事、重要事件、校园热点等话题进行互动和探讨，有利于信息的双向流动，

增强了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还可以过滤网上的不良信息，将符合社会主旋律的健康信息

提供给广大学生。

３．５　构建文明校园，营造和谐环境
一是深化学生自律意识，引导学生自我管理［８］。高职院校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建立学

生管理规章条例，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规范学生日常行为，让学生通过自我约束、自我督促、自我比照，

形成良好的校风校纪校规。二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高职生的文化素质教育。高职院校可联

系社会文艺团体开展以“扬国剧，爱国粹，品高雅”为主题的中国传统曲目进校园活动，引导师生了解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师生文化艺术修养，推进高雅艺术的普及。组织青年志愿者走出校门［９］，到福利

院、敬老院，扶孤助困，奉献爱心，使敬老爱幼、团结互助、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等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在实

践中得到锻炼，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三是充实高职德育内容，把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细化和落实。

例如：把爱国主义同爱党、爱家乡、爱学校、爱家庭、爱父母教育相结合；把集体主义同团结互助、集体观

念教育相结合；把法制建设同社会公德教育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同学生品德行为教育相结合；

把学生日常生活管理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措施相结合。四是构建校园文化多维管理网络。高职院校可

联系社会职能部门，共同参与高职生的思政教育［１０］：邀请相关人员到学校开设关于法制教育、应急知识

和国防教育的讲座，开展相关宣传活动，用鲜活的案例教育和感化学生。

４　结语
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高职生思政教育模式是德育工作的重要途径，我们要以优秀传统文化

的突出特点和德育功能为切入点，选取一些对于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的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切实将其继承、弘扬和融贯到德育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之中，为提高德育工作的科

学性和实效性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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