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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dustr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re gradually paid 
attention to. At present, the e-commerce courses offered b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ainly focus on the technical and economic 
aspects, and lack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e-commerce major courses, aiming to cultivate composite talents with both technical ability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major.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integrat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to e-commerce courses through project-based teaching, case analysis and practical teaching.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is 
integration not only enriches the content of e-commerce courses, but also stimulates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hances their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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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电子商务专业课程的探讨与实践
吴瑕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北京 100018

摘 要

随着电子商务行业的快速发展，专业发展和课程建设逐渐受到重视。当前高职开设的电子商务课程多侧重于技术与经济层
面，缺乏传统文化内涵的融入。本文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电子商务专业课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旨在通过文化与
专业的深度融合，培养既有技术能力又具备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本文通过探讨如何通过项目化教学、案例分析以及实
践教学等方式，将传统文化元素有机融入电子商务专业课程。实践证明，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电子商务专业课程的内容，
同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了文化自信，为电子商务专业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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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问题提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电子商务行业逐步改变了人

们的消费习惯和商业模式，伴随各种新媒体平台出现，营销

呈现多元化、新形态的发展。然而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

了诸多挑战，如市场竞争加剧、消费者信任度不足、企业社

会责任缺失、AI 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在营销内容方面创新等。

这些现象反映出，电子商务行业不仅需要技术与经济的支

持，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传承和发扬五千来中华优秀

商业文化等元素引导其健康发展。

在教育领域，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也面临着

类似的困境。当前，大多数高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主要

集中在运营管理、营销策划、直播与短视频等方面，强调

技术技能的培养，却忽视了营销内容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

播。导致学生在毕业后虽然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但在职

业素养、人文素质以及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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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

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其在教育领域的价值也逐渐受到关

注。如何将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诚信、和谐、创新等理念，与

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需求高度契合，为电子商务专业课程改

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发展方向。

1.2 课题的时代价值与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凝聚了数千年

的智慧与经验。传承这些文化，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

力，帮助人们理解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

准则，坚守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

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根植于中华

民族骨血，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发挥着潜移默化

的作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

华。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优秀文化中

摄取养料，为文化传承注入活力。因此作为高校电子商务专

业教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角度出发，研究如何将优秀传

统文化进一步挖掘，融入到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

程内容体系，探索有效、切合实际的融入模式，以期在培养

学生达到“文化自信”的培养目标，促进电子商务人才培养

高质量发展。

作为高校电子商务专业教师，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角度出发，研究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挖掘，融入电子

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内容体系。通过探索有效、切

合实际的融入模式，培养学生文化自信，促进电子商务人才

培养高质量发展。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电商专业课程
现状

2.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的结晶，涵

盖哲学思想、道德观念、艺术形式、科技成就等多方面内容，

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诚信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从

古至今，“信”被视为个人品德和社会交往的准则，《论语》

中“言必信，行必果”强调言行一致、诚实守信。在商业活

动中，诚信更是关键，交易依赖信任，交易双方往往无法面

对面交流，信任成为交易能否成功的核心要素。

第二，和谐理念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传统文

化强调“和为贵”，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

谐共生，在电子商务领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电商平台的

运营中，商家与消费者、平台与商家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和

谐的沟通与合作来实现双赢。此外，电子商务的可持续发展

也需要在技术、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寻求平衡，这与“天

人合一”的思想不谋而合。

第三，创新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体现对创新的追求。

这种创新精神为现代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电子商

务行业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领域，从早期的电商平台到

如今的直播带货、社交电商，创新始终是推动行业发展的核

心力量。

2.2 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现状分析
电子商务专业作为一门交叉型学科，课程体系通常涵

盖信息技术、经济管理、营销等多个领域。然而，随着近年

来发展，现有的课程体系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课程内容偏重专业知识与技术。目前大多数高

校的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主要集中在技术应用、网店运营等方

面，而对于人文素养和文化内涵的培养相对薄弱。虽然课程

能满足学生在技术层面的需求，但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

职业素养方面存在不足。

其次，课程体系缺乏文化根基。在全球化背景下，电

子商务行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技术与经济的支持，还需要深厚

的文化底蕴引导健康发展。课程体系中很少涉及传统文化内

容，导致学生在职业素养、人文关怀以及社会责任感等方面

存在明显不足。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创新

3.1 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时代特色

以及中国商业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

所孕育，源远流长，根深叶茂，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传承和

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文化自信的深厚文化根基，是

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的丰厚文化滋养，是推动国家和世界

和平发展的宝贵文化智慧。

3.2 研究培养大学生文化自信的途径
提升“文化自信”是高校作为社会主义人才培养重要

的任务。基于在文化自信领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进

专业教学各环节中，有利于推动大学生传承传统文化，达成

“以文化人”的目标，从而提升高校大学生文化自信水平。

3.3 研究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

体系内容的方法
根据课程性质，深入研究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内容，

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入策略，提出不同课程融入模式

的侧重点。在专业核心课程以项目任务式教学为主，优秀传

统文化主要以“情景式”方式融入；专业基础课程多以知识

传授为主，优秀传统文化主要以“案例式”方式融入；专业

拓展课程多为扩充学生就业渠道为主，优秀传统文化主要以

“启发式”方式融入；专业二课堂和课外学生社团以学生为

主，优秀传统文化主要以“体验探究式”方式融入。可根据

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电商人才水

平提供新思路和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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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电子商务专业课程
实施路径探讨

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电子商务专业的契合点后，

如何将这些文化元素有机融入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成为

实现文化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的关键。可从三个方面，探讨

具体实施路径。

4.1 电商专业课程内容的优化重构
首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商业文化融入专业课程

内容。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需要从整体出发，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有课程内容。传统商业文化包括“诚

信与商业伦理”、“和谐观念与可持续发展”“创新精神与

商业实践”等主题，再如在直播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与直

播营销”内容，探讨如何通过传统文化元素提升直播的吸引

力和感染力。通过这些内容的融入，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

的同时，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第二，开设“文化 + 专业”的拓展课程。“文化 + 专

业”课程模式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电子商务专业课程深

度融合的重要方式。通过开设专业拓展选修课，如“传统文

化与电子商务伦理”、“中华商业文化与电商创新”、儒家“仁

爱”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深入探讨传统文化在电子商

务领域的应用，帮助学生从文化视角理解行业问题，更好理

解传统文化对电子商务行业的深远影响，同时提升自身的文

化素养和道德观念。

4.2 优秀文化融入课程在教学方法上的探索与创新
第一，开发结合传统文化元素设计实践项目。结合传

统文化元素设计实践项目，在实践中体验文化与商业的融

合。如“传统文化主题营销策划实践项目”中，以传统文化

元素为基础，将文化内涵的产品进行营销策划。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文化背景、市场需求、商业模

式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学生学习专业知识，深入了解传统

文化在现代商业中的应用。

第二，整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课程案例。

通过讲解经典非遗文化营销案例，分析其如何通过挖掘传统

文化元素，开发出具有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进行营销策划。

学生了解传统文化在电商产品设计、品牌推广和营销策略中

的重要作用。通过这些案例，学生不仅能够学习专业知识，

还能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保护意识。

第三，充分利用视频、故事等多媒体形式教学，展示

文化与电商相结合。利用视频、音频等展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故事，增强教学趣味性和吸引力。如播放关于“品

牌商家故事”纪录片，展示企业如何让中华老字号换发新面

貌。学生直观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及商家利用新媒体

技术传播优秀企业文化，学生获得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的

接受文化熏陶。

4.3 通过校内外实践和社团融入优秀传统文化
首先，利用校内专业实习实训周，开展传统文化主题

的电商创业活动。利用专业实习周，在校内开展传统文化主

题的电商创业活动，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组织“传统文化

电商创业大赛”，鼓励学生以团队形式参赛，设计具有传统

文化元素的电商项目。通过比赛，学生能够将所学的电子商

务知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锻炼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在实践中学生不仅能够提升实践能力，还能增强对传统文化

的理解和认同。

第二，通过与企业合作，探索传统文化在电商运营中

的应用。开展校外实践项目，学生在企业环境中体验传统文

化与电商的结合。与传统老字号企业合作，组织学生到企业

实习，参与传统文化产品的设计、推广和销售。与地方电商

企业合作，开展“非遗电商”“乡村电商”等项目，通过实习，

学生深入了解传统文化在企业运营中的应用，能增强对地方

文化的了解和保护意识。

第三，适当增加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文化体验活动

是增强学生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手段。组织学生参观当地博物

院、老字号企业历史，邀请非遗传承人到校开展讲座和工作

坊，让学生亲身体验传统文化技艺，直观感受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保护意识。

通过校内外实践、文化体验等活动，增强对传统文化

的理解和认同，为电子商务行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推

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系统分析传统文化与电子商务专业教育的契合点、

融合路径以及实践效果，实践证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电子商务专业课程是可行的。通过课程体系内容优化、教学

方法创新和实践强化，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人文素养，增强

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职业竞争力。通过项目化教学、案例分析

以及校内外实践，将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电子商务专业知

识有机结合，融合模式的有效性，为其他高职专业课程改革

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随着电子商务行业的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更加多

元化。未来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开发丰富的教学资源、加

强校企合作，持续关注传统文化与专业教育的结合，为培养

既有技术能力又具备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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