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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杨秀冬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综

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

久文明和灿烂文化正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

现。当前，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引导大

学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

史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

弘扬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形势下加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大学

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点，大学生有什么

样的核心价值观，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发展，更关

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立足优秀传统文化，从

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培育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历史．祖先为我

们创造了优秀深厚的文化财富。经过几千年的沉淀．

已成为影响社会发展，支配人民思想行动的力量。

中华传统文化的概念是指“根植于中华大地土

壤之中。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保留在中华民族之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世代传承并

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优秀

传统文化即指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发展

的，更为文明、科学、健康的文化形式和精神，对于传

统文化糟粕的部分应该批判、摒弃，精华的部分要继

承和发扬。

二、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

1．坚强不屈，锐意进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的宝贵民族精神。

2．心系天下，爱国主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的这种以天

下为己任的人生观是中国历代有识之士的精神追

求。中华民族历史上有多少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书

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

3．以民为本，为民服务。儒家思想中“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强调了人

民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4．仁爱慈善，乐于助人。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华民族传统的尊老爱

幼，助人为乐精神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内容。

5．诚实守信，忠肝义胆。儒家思想中对道义的推

崇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又一境界，“朝闻道。夕死可

矣”，生命在道义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这种信用、

忠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优秀传统文化对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厚重的底蕴和深邃的哲

理，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及启迪，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养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和重要价值。

1．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思想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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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路漫

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闻鸡起舞早耕耘”⋯⋯这一句句耳熟能详、铭

记于心的语句中蕴含着爱国勇敢、勤劳进取、诚信自

省、勇于担当的传统美德。因此，作为中华民族最深

层的精神追求和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

2．优秀传统文化对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健康成长

关系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当今社会处于80后、90后

为代表的独生子女一代青年，他们出生于中国改革

开放时期，各种思想、思潮冲击着他们的生活．处理

不好就会迷失方向。因此，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于

青年大学生尤为重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丰富的内容及深厚的底蕴对人生观、价值观有独特

的见解，能给人以思想和道德的启迪，对青年大学生

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坚强不屈、锐意进取、善良博

爱、乐于助人、心系天下、爱国主义、诚实守信、忠肝

义胆的精神有利于引导和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感和民族自豪感，增强社会责任感。

四、立足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途径

1．社会层面。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大学

生接触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更多的平台。同时，传播

媒体发挥自身功能及作用。如广播、电视、报纸等媒

体，营造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氛围。

2．学校层面。首先发挥课堂教学优势，实施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建立完善的优秀传统文化教学体系，

让其有完整性和规范性。开设经典诵读选修课，如

《论语》、《中国历史文化》等，拓宽学生学习优秀传统

文化途径．使学生通过学习将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

教育结合起来，从而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大

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第二，营造渗透优秀传统文化

的良好校园文化环境．积极宣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通过开展主题班团会、寝室文化节活动、读书活

动、国学讲堂、知识竞赛、汉字听写大赛等，融人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实现以优秀文化、典型事迹、品

牌活动等引导和激励学生，既可以不断提升学校的

文化品位．又可以增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文教育

教育的时代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3．家庭层面。家庭教育是建立价值观的地方，又

是因材施教的地方．父母的身体力行对孩子的教育

是潜移默化的，也是非常有效的。所以要加强家庭优

秀传统文化引导作用，促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4．大学生自身。大学生应该自觉培养自身的道

德修养，认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敢于担当和奉献，

培养自身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培养社会责任感，培养认识事物和判断事物的能力，

为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打下坚实的基础。

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从文化

中熏染价值，感受价值，在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

习中．拉近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距离，从而促

进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发认同。总之，重视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塑造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认同的重要文化路径。通过挖掘中国传统

文化中优秀的价值资源，赋予其时代的生命力，从而

更好地利用和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更

好地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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