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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主要面临如何界定“优秀”、谁来融入及如何评价融入效果三个困境。这三个困境，可
采取以党中央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论述为融入思政课的中心，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中设立专门的
传统文化研究机构，推进传统文化与思政课融合及重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开发与思政课深度融合的高质量的音频、视频、
教案、教材等途径化解。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因此在开展的过程中，要坚持中国共产党
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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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要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
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高等学校中的思
政课程，无疑是此项任务的重要承担者。自《意见》出
台后，学界在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
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对融入困
境的清醒认识与把握，致使一些有益的探索无法落
地生根。因此，为更好地落实《意见》精神，推动优秀
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有机融合，就有必要直面并
突破这些困境。

一、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困境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困境主要有

三个方面，即如何界定“优秀”，谁来融入及如何评
价融入的效果。这三个困境，分别与教材、教师与
学生相对应。
（一）如何界定“优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说法近似于怪诞，当

时的人们就曾有过怀疑。譬如《山海经》讲有个叫
炽阴的山神，身高有一千里，一吹气天地变为寒
冬，一呼气天地变为炎夏。又载夸父国有神人夸父
与太阳赛跑，因口渴而喝干了黄河与渭河的水。又
如《抱朴子》所载，有五百岁的狐狸豺狼，可幻化为
人形；一百岁的老鼠，可以知道千里之外所发生的
事情。即便在正经正史里面，亦不乏此方面的记
载。《诗经·小雅·生民》说姜嫄把刚出生的后稷放

在牛羊小道上，牛羊避之而不践踏。又把后稷放到
森林里，伐木之人见而收取之。又把后稷放在寒冰
上，有鸟飞来用羽毛给他取暖。《史记·高祖本纪》
载刘邦的母亲刘媪在大泽之陂休息时梦与神遇，
蛟龙盘旋其上，于是生下刘邦。又张守节《史记正
义》讲楚国的陆终之妻女嬇怀孕三年仍无法生子，
最后从右胸取出六个孩子。这些说法，在古人那里
就有过抨击。今人尤其是思政课教师如果还执之
以大讲特讲，显然已无必要。

此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说法已不合时
宜。换句话说，有些思想可能适应当时人们的状
况，但随着时间条件的改变，已不适合当下的具体
实际。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直到现在农村人
口仍然是我国总人口的主体部分。在一个农业国
家中，其财富的积累主要靠耕种土地。因此，在古
代的中国无论是政府或是学者，都多多少少带有
重农抑商的倾向，由此也造就了中国根深蒂固的
“讳言利”传统。所谓“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孟子·滕文公上》）所谓“名利如锦覆陷阱，使人
贪而坠其中”。然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今天，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把农业人口占很大比
重逐步转变非农人口占多数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特征。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转变传统思
维，正确看待工商业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厚植企业
家、工匠、劳模精神土壤。

这些怪诞的、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作为学术
上的研究有其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试图把其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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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校的思政课中，就与《意见》提出的“使中华民
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
会相协调”的要求不相适应。这也迫使我们思考这
样一个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是优秀的，并
能够与高校思政课有机融合，从而增强人们的文化
自信心、自豪感，切实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二）谁来融入
毫无疑问，高校的思政课教师是把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主要承担者。但我们看到，
在当前阶段部分思政课教师并无系统学习传统文
化的背景与经历。更大的困难是，传统文化之内容
浩若烟海，博大精深，非积一日之功可致。我们认
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分儒、释、道三家。儒家的重
要文献见于《四库全书》，其字数有 7 亿多。外加
《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
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等，总共有 24-26亿字。佛
教的重要文献见于《中华大藏经》及《中华大藏经
续编》，总字数在 3-4亿。道教的重要文献见于《正
统道藏》，之外又有《续道藏》及《藏外道书》，总计
字数约有 5000万。如此庞大的体系，即便焚膏继
晷、兀兀穷年也难以曲尽其妙。

尤有进者，传统文化不仅仅通过文字，还通过
各式各样的物质或非物质形式予以表现。最为突出
的，莫过于传统的礼、乐。礼包括冠礼、祭礼、葬礼、
婚礼、饮酒礼、相见礼等，亦包括与之相关的服装、
祭品、场地。然礼俗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具有不定型
性，随着时代及地域的变化不断发生改变。且一些
礼俗规定，并不一定适应今日之现实。如嘉庆十七
年规定房屋不能开四门，雨帽不能全用红色等。乐
包括乐舞、乐器、乐仪。乐舞有帗舞、羽舞、旄舞、皇
舞、干舞、人舞；乐器包括钟、磬、琴、竹、箫、笙、埙、
鼗、敔等；乐仪譬如古代佩玉之君子，在行走的时候
右边要发出徵声、角声，左边的要发出宫声、羽声，
走路快的时候与《采齐》音乐合拍，走路慢的时候与
《肆夏》音乐合拍。这些传统文化的物质的或非物质
的形式及内容，恐怕亦非一日之功可致。

传统文化及其相应的载体的复杂性，无疑加
深了其融入思政课的难度，即现阶段我们不能要
求所有的教师都采用此一模式上课。于是困难就
转化为如何在整个思政课教师队伍中寻找出最为
适宜的人员。
（三）如何评价融入的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强

调，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然对
做人工作效果的评价，有两方面的困难。其一，做
人的工作主要围绕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
道德品质而展开。不过，这些内容却难以量化并形
成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考评标准。有外强而中干者，
有道貌而岸然者，有半途而废者，所谓的“两面派”
“两面人”。其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人德性素
养潜移默化的提高，需要经年累月之功。而思政课
对高校学生的培养，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在校的四
年。且从现在专业课程的设置看，《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系统概论》四门思政课程主要集中在大一、大二

两年，大三、大四则显得较为薄弱。且学生毕业之
后，更难以跟踪观察。

传统文化即便是以其中的儒学而论，其与马
克思主义毕竟分属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虽然在
一些价值追求上具有一致性，但其差异亦是明显
的。如果不顾这些差异性，把一些不相干的内容生
拉硬套、胡乱比附，甚至为融入而强行融入，其结
果必将使融入的效果大打折扣。我们所要坚持的，
是立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
地位基础上的有机融合。通过有机融合，使得马克
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思政课堂上发挥出更大的育
人功能。这涉及到教师的教学水平，相关补充教材
的编写、编订，更涉及到对不同阶段大学生的认知
规律的把握。换句话说，我们在尊重学生的认知规
律，采取循序渐进的融入模式方面，存在极大提升
的空间。

二、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途径
针对上文提出的困境，笔者认为可从如下几

个途径入手，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
的工作。
（一）以党中央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相关论述为融入思政课的中心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和阐扬。早在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就明确指出，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
一份珍贵的遗产。”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
是为传统文化代言，多次论及传统文化在当代社
会的重要意义。我们应把党中央尤其是习近平总
书记对传统文化的相关论述，作为融入思政课的
中心工作。比如 2014年 4月 1日，习总书记在欧
洲学院演讲时总结了传统文化的七个理念。分别
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
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实际上，这七个理念是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进行的总
结与凝练。又 2017年 12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上讲：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
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的美好世界。”“民胞物与”“天下为公”等亦是传统
文化的精华，我们要围绕党中央尤其是习近平总
书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论述，将其融入到课
堂之中。

具体来讲，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
以《习近平用典》为核心素材，联系思政课的具体
篇章进行释义及解读。如在讲授“人民群众在历史
发展中的作用”时，可融入《习近平用典》之“敬民
篇”；在讲解“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及其最终实现”
时，可融入《习近平用典》之“天下篇”；在讲解“全
面依法治国”时，可融入《习近平用典》之“法治篇”
等等。第二，在“专题式教学”“探究式教学”“案例
式教学”等教学模式中加入党中央尤其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论述的内容，如设
置或收集“习近平论古代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的传统文化理念”“文化自信与传统文
化”等专题、案例，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与亲和力。
第三，请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通过讲座、访学、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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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方式进行指导。借鉴兄弟院校及相关机构的
成功经验，开展学校内部、校与校甚至是校与企之
间的合作。以本校为例，其内部有直属科研单位
“齐文化研究院”，又有二级教学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通过两个单位的相关合作，提高思政课与
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效果。
（二）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中设立专门的

传统文化研究机构，推进传统文化与思政课融合
的理论研究及实践落实工作

优秀传统文化能否真正有机融入思政课，关
键靠人。前文也提及，在现阶段我们不可能要求所
有的思政课教师既精通于传统文化，又精通于马
克思主义及其最新理论成果。现实情况是，基于现
代的学术分科，从事思政课教学的高校教师，多数
具有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的知识，而在传
统文化方面则显得相对薄弱。近些年笔者也发现，
部分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招聘思政课教师
时，逐渐有意识补给具有中国哲学、中国传统伦理
学及美学等相关知识背景的教师。这种补给，使得
在传统文化方面的薄弱性有所改观。问题是，如何
使引进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具有中国哲学、中国传
统伦理学及美学背景的思政课教师，高效发挥出
其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中的作用。

笔者认为，当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中设
立专门的传统文化研究机构，推进传统文化与思
政课融合的理论研究及实践落实工作。毫无疑问，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效果的呈现主要是
在课堂之上。但在进入课堂之先，教师内部应该提
前做好相应的融入工作。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意
在通过机构人员的紧密协作，为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高校思政课做好目的确立、理念形成、方案制
定、中间实验等前期准备，并对课堂实施环节反馈
的效果进行及时的总结与改正。在人员配备方面，
研究机构中，既需要精通于传统文化者，又需要精
通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理论成果者。通过研究
机构的内部运作，使两者发挥出“整体功能大于部
分之和”的效果。

为使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切实可行，可从教
育主管部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个人三个层面
加以推进。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整体谋划，强化顶
层设计，对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设立专门的传统
文化研究机构进行可行性论证、分类指导、政策协
调、检查监督。笔者注意到，2018年教育部发布《关
于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的通知》，
决定在全国普通高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基地建设。到今年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已建设 100
个左右的基地。应该看到的是，这 100个左右的基
地远远不能满足全国三千左右的普通高校的需
求。因此，教育主管部门有必要进一步谋划高校的
传统文化研究机构、基地的建设。高校的马克思主
义学院应强化落实设置专门研究机构的主体意
识，在资金、场地、人员、管理服务上给予必要的支
持，防止形式化、表面化。把机构的设立纳入年度
计划，工作考核和建设评估之中，按照高标准、高
配置、高质量的要求促使传统文化研究机构的落
地生根。高校教师要加强学术团队建设。先组建负

责人有影响力，学术梯队结构青、中、老搭配合理、
专业研究方向互补的学术团队，在有一定的教学、
教改经验、项目主持经验、核心论文发表及专著产
出的基础上，顺势申请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
（三）重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开发与思政课

深度融合的高质量教学资源
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其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具有天生
的亲近性，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及传承。以笔者所
处的山东为例，其长期受齐鲁文化的熏陶。齐地靠
海而居且得鱼盐之利，故其文化表现为开放性、功
利性；鲁地受儒家文化影响，故其文化表现为保守
性、道义性。两种文化相互激荡交融而孕育出独特
的文化表达形式，与中原文化及楚地文化等有着
明显的差异。直至现代，齐鲁文化的特质仍有保
留。因此，借助这种保留的文化特质及人们天生的
亲近性，则可以更有效地融入到思政课中。

我们还应该看到，高等教育只是整个国民教
育的一部分，高校的思政课又主要集中在大一、大
二开设。对于达成立德树人的目标来说，势必是一
个经年累月的过程。就高等学校的思政课来说，一
方面，要贯穿于整个大学期间。另一方面，要注意
与前期的中学教育及后期的继续教育相互衔接。
这种衔接，既可以表现为在课堂之上的所讲授的
知识内容的衔接，也可以表现为脱离课堂的音频、
视频、教案、教材等的衔接。而后者又具有一个显
著的优点，即能够在学生离开校园走入社会之后，
仍发挥其育人功能。因此，依托地方优秀文化，开
发与思政课深度融合的高质量的音频、视频、教案
与教材等，对提高融入效果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的教学效果的评价中，我们对于学生的反
馈足够重视。笔者建议，在重视学生反馈的同时，
也应该加强教师教学能力的考核评价，把高质量
的音频、视频、教案与教材作为考核评价的主要内
容的一部分。

三、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要做到两
个坚持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
科学的论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这个论
断载入宪法总纲，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
党的这种核心地位。任何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
导的言行，都是违背宪法的。就教育方面而言，党
的十九大高度重视教育工作，作出了优先发展教
育事业的部署，强调要进一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基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18年 9月 10 日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加
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
保证，为新时代发展教育事业指明了方向。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就是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引导学生听党话、跟党走，坚持
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习近平在《在
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新
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
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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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厚的爱国主义资源，诸
如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曹植
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王维的“忘身辞凤
阙，报国取龙庭”，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
须待阖棺”，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等。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就是要把
这些爱国主义精神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增强青年学生的“四个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行。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就是落
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
个根本问题。围绕这个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既然我们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要
理直气壮地把思政课开好。而思政课的深厚力量，
来自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来自党带领全国
人民在革命、改革、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们要以新时代深化教育改
革创新为契机，借助大数据、互联网、新媒体等现
代信息技术手段，促进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思政课中的有机融合。培养
出既具有中华文化底蕴，又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
主义制度的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

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管

理经验的引进，一些西方的思潮、理论、价值观亦
纷纷涌入，比如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经济自由
主义、西方人权理论等。这些思潮、理论、价值观，
稀释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力量。
使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失语”，在
教材中“失踪”，在论坛上“失声”。在此情景下，我

们尤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
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动摇马克思主义这一地
位的言语、行为，敢于向其亮剑。

因此，我们在积极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
思政课，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意
见》精神的同时，要时刻检视是否偏离了《意见》的
基本要求，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立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
地位”。换句话说，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是为
了与思政课相互配合，让文化的基因与当代社会相
协调，更好地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而不是
用传统文化占领思政课堂，取代思政课。

总之，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看，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势在必行。但对于如
何融入的问题，高校应该遵守因地制宜、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的原则，从自身的师资队伍、办学特色、学
生接受程度等出发，选择适宜的方式来有序推进教
学改革。切忌照搬别人模式，搞一刀切。相信有党和
政府的高度重视，各高校的大力推进，《意见》要求
的到 2025 年“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
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
力明显提升”的总体目标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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