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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

思想教育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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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大学生党员的数量在不断地增长，加强大学生党员的思想教育尤为重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历经了几千

年积淀以后形成的宝贵文化，对于其中的内涵要义进行挖掘，深入分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思想教育的价值与意义，

选择更多适宜当代大学生党员教育的核心内容，有利于拓宽党员教育的途径，提高大学生党员的道德修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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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在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后积

淀下来的宝贵的资源和财富，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与教育思

想。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高校大学生党员思想教育的高度

整合，可以延伸当代大学生党员的教育内容，提高大学生党员

的思想教育水平。

一、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思想教育的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思想教育就是“继承和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充分发扬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讲仁爱守诚信

的人文精神等”[1]，使其在大学生党员思想教育过程中发挥文

化育人优势，帮助大学生党员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价

值理念，树立爱国情怀，遵守道德规范，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价值理念与道

德思想融入大学生党员的思想教育中，可以发挥其文化特色和

优势，引导大学生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来严格要求自己，树

立理想信念，坚定文化自信，激发学生的责任担当意识和爱国

主义情怀。同时，大学生党员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

量、先进群体的代表，也就意味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蕴含的价值理念与道德思想融入大学生党员的思想教育中，发

挥其文化特色和优势，引导大学生党员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精神

来严格要求自己，要敢于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和使命，要迸发新

的生命力。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一）以爱国主义精神为内涵的家国情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关键的构成要素就是爱国主

义思想，而以爱国主义为主的家国情怀主要指的就是个人将自

身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将个人的理想追求和

国家民族的目标方向保持一致，其中蕴含的不仅仅是一个公民

对于国家的深沉挚爱之情，同时也是充分彰显一个公民自身责

任感和使命感的基本表现。

（二）以自强不息为内涵的进取精神

顽强拼搏的精神是我们每一名中国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

养。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很多的仁人志士虽身处困苦

但仍积极努力，自强不息，在不断的苦难中磨砺自己，他们面

对困境积极抗争”[2]，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进取精神鼓舞激励

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使中华儿女在危难中仍旧保持着顽强拼

搏的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日益富

足，一些大学生党员遇到困难退缩不前，精神不够坚定、意志

不够坚定，因此，在大学生党员中要不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进取精神教育，鼓励他们遇事向前、积极乐观、顽强奋

进，要在科学的引导之下，让内心更加坚定，心理素质不断增强，

勇敢自信地去面对人生中的各种问题。

（三）以人文关怀为内涵的仁爱思想

“仁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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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河中，“仁爱”思想逐步成为了传统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

以人文教化的方式传承于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

非常重视仁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

为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是宣扬仁爱思想，它将仁

与善作为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

在大学生党员中开展以人文关怀为内涵的仁爱思想教育，

不仅对大学生党员的人际交往和为人处世起到积极的正向引导

作用，有利于大学生党员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同时

还可以将仁爱思想中的乐于奉献、关爱他人、仁心善念等理念

传递给大学生党员，进一步强化学生党员的社会责任意识，懂

得尊重他人、理解他人，提升大学生党员对个人、家庭、社会、

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引导党员树立正确的交往观、

社会观。

（四）以道德修养为内涵的人格修身思想

所谓人格修身就是在实践中通过不断的内心思想和行为的

改造，从而实现提升自我综合素质的目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向来重视人格的修身，把加强个人修养作为道德基础，强

调人的价值，重视人格的完善，要尊老爱幼、关爱他人、与他

人和谐相处，有社会责任感。这些对人格修身思想的主张为中

华民族优秀品格的塑造做出了突出贡献。

（五）以兼容并包为内涵的和谐包容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呈现出来的一个最为关键的特征就是

和谐性和整体性。而且，我国的文化也是兼容并蓄的。“当前

一些大学生党员中存在着自私、功利，缺乏兼容并包的精神和

美德，不仅阻碍了自身人际关系的发展，也不利于大学生党员

整体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高”[3]。这也是当代大学生

党员思想觉悟要不断提升的关键原因，要在兼容并蓄的基本理

念的支撑之下，树立和谐发展理念，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成为

对社会有用的高素养人才，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思想教育的价值与意义

（一）有利于高校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具有极强的

生命力，对如今的思想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是我们立德修身

观念的重要源泉。对于高校而言，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应该面临

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在人才培养方式的创新上做出更多的探

索和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育人功能，可为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理论与精神资源。实现高校思想教育

的优化创新已经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要倡导爱国主义

精神、弘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如今大学生党员作为社会主

义建设的中坚力量，更要继承与弘扬这种民族精神。

（二）有利于提升大学生党员的整体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对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过多次

重要讲话，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意义，并赋予其新的时

代内涵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主张

仁爱的思想与和谐包容思想，高校在我国社会已经进入新常态

的发展环境之下，应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进行

挖掘和分析，应该充分发挥这个内容体系架构的优势作用，应

该让高校的思想教育不断地朝着高质量和高效率的方向发展和

进步，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大学生党员的思想意识水平，不断

提升大学生党员的整体素质。

（三）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党员的宗旨意识，加强作风建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内省’，通过自我批评、自我反

省来提升个人品格，强调修身自律，严于律己，宽于待人”[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自己要严

格，但是对待他人要宽松。如今，我们更要继承与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的“内省精神”，加强党员的作风建设。

（四）有利于坚定大学生党员的理想信念与文化自信

理想信念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大学生在不断认识

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一种精神追求。大学生党员的理想信

念是否确立、能否坚持对学生党员的发展尤为关键。

在当今这个思想受到各种文化冲击的社会，如何坚定内心

的信仰、守护本心对于大学生，尤其是学生党员来讲，至关重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拥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尊师重道、

诚实守信等众多核心理念，而这些理念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基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坚持心中的信仰并为之而努

力奋斗。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态度鞭策激励着

众多仁人志士，大学生党员也要在强调修身、注重内省的思想

文化中，加强自我学习，在实践活动当中，要让自己的理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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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朝着更加正确、更加坚定的方向发展和进步。只有这样，才

能够让当代大学生党员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扮演更为重要的

角色、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五）有利于加强大学生党员的爱国主义精神培育

对大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

内容，党和国家也对党员的爱国主义教育给予高度的关注。中

华民族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实际上都需要弘扬爱国

主义作为基点和支撑。当人们的爱国情感逐渐树立起来以后，

自然就能够对党的决策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能够在践行这些

决策的过程当中更加坚定不移。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传统文化

的学习是实现爱国主义情感培养的基础和核心。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元素也是极为

丰富的，不论是董存瑞的舍身炸碉堡还是黄继光的舍生忘死，

都是这些英雄志士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深刻表达。

作为学生党员，更要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深厚的爱国热

情，因此，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应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

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的价值理念进行精准的表达和深入的挖掘。

运用先进的教学方式将这些优秀传统与新时代相结合，不

仅有助于学生党员了解历史、感悟精神，更有利于其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并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探索，让广大大学生群

体对爱国主义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让广大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不断提升，让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六）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党员的道德修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所蕴含的内容极为丰富，不仅包含

着诚实守信、厚德载物的传统美德，还有着仁义礼智信等儒家

思想，这是作为大学生、作为学生党员所必须具备的道德修养

和精神品质。

作为党员，要不断提高自我道德水平和政治素养，做到仁

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做一名合格的社会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的思想教育中，促进学生

党员关注自身言行，做到知行合一，养成良好的行为素养，需

要不断学习、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当中做出更多

的思考和探索，只有在多措并举方式之下，才能够为大学生党

员未来自身价值理念的进步以及道德素养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

础。

（七）有利于帮助大学生党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与自

然关系问题展示出传统文化中世界观的教育理念，即通过掌握

自然规律，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我国的传统文化强调“舍生取义”，“义”是对朋友的承诺、对

家庭的责任、对国家的忠诚，要做好“义”与“利”的取舍和

抉择。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彰显着深厚的民族精神，

在这些先进思想的支撑和影响之下，也可以让当代大学生党员

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让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导向更加正确。

（八）有利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大学生党员教育相契合的

资源与主题，有利于促进学生党员的思想教育，引导学生规范

言行、提高修养。同时，“学生党员在学习中了解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知识与精髓，领会其蕴含的伟大精神，感受到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魅力，体会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

博大精深”[6]，从而增强学生党员的文化认同感，以推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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