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卷·第 12 期·2021 年 6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jxffcxysj.v4i12.7538

1 引言

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我们的民族复兴是紧紧关联在一起

的。中华传统文化里蕴含着中国几千年的人文精神，是我们

民族的根本。可是随着社会急剧地发展，不同文化不断地撞

击。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逐渐被人们忽视，也逐渐在文化界

中被淡忘，所以我们现在要认识到传统文化流失的现象，并

根据现状采取弥补措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基础，

所以我们身为中国人不能任由这些伴随着我们成长的文化消

失在以后的生活。而大学生是国家的主要发展力，所以高校

教育目前要提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性，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

加有利的条件。因此，目前如何有效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在大

学生之间的影响力是现在教育事业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这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2 讨论和规划传统文化教育方案，提高传统文

化的影响

2.1 认识到品德教育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发展学生

的品德教育

中国的发展历史悠远，所以伴随着发展产生的传统文化

也是有着很很久的发展历史的，其中蕴含着很深刻的品质特

征。中国文化向来重视礼节方面的教育，其内容也深深蕴含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这些都需要大学生通过对传统文化进

行认真思考才能得到，这样也能不断发展中国大学生在品质

上的发展。这些品质是中国传统教育发展的根本，对中国大

学生的发展也有着很深的影响，还能为中国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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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大学生应具有的社会能力。

在校园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开始会引起学生大大小小的

好奇心，可是当这些好奇心淡下去以后，学生还是会认识到

传统文化的枯燥与无趣，而不会在今后的学习中进行这些方

面的学习。所以教师要先让学生对传统教育产生喜爱之心，

这样才能不断促进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除了提高大学

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以外，教师还要认识到自己教学方法的

不足，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情况进行教学方法的变革，帮助

学生提高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学生在自己容易接受的教学方

法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学习能力，加快对传统文

化的学习进度。所以教师要认识到发展自己教学方法在对学

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重要性。

2.2 认清校园的学习现状，帮助学生有效学习传统文化

对传统文化的教育不能只限于教育层次，还要根据学生

的学习现状对传统教育采取正确的教育措施。目前的大学生

经常出入网络世界，所以对信息的获取速度都是很迅速的，

在这个环境中大学生将无法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好处，也不会

产生主动学习这些传统文化的兴趣。所以教师要根据现在的

社会发展现状，学会利用现在的网络资源和网络手段帮助大

学生在日常的生活中就能频繁接触到传统文化，加深对这些

传统文化的印象和认识度。

教师应该在这个复杂的学习情况下认识到学生对知识获

取的态度，根据学生的状态适时进行对传统文化的渗透和教

育，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学生的学习效

果决定着教师的教学成果，所以教师要重视学生的课堂表现。

除此之外，教师也应该认识到传统教育在日后的生活中的重

要性，将自己的教学重点内容不断根据社会发展现状进行更

新，这样才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1]。

3 领导人员制定规则，教师严格按规定进行教育

3.1 制定关于传统文化学习的规章，促进传统文化在

校园中的发展

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只在教师课堂中渗透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高校领导人对这方面进行一些相关规则的制定才可以。

因为任何一件事情的实施和良好的发展都需要相关的规则来

进行铺垫，只有这样才能更加顺利地走在未开的道路上。所以，

高校领导者要认识到相关制度对教师和学生的影响，并根据

目前的传统文化情况制定相关的发展计划。只有高层领导者

表示出自己对这方面教育的重视，才能让下面的教师和学生

真正对这件事情引起重视，在未来的生活里不断发展自己对

传统文化的重视，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教师和学生觉得跟上了

学校的发展步伐，发展教育的全面性，也能对学生各个方面

的能力进行创新和提高 [2]。

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发展学生的知识水平，更重要的是对

中国的现状进行改革和发展，可是这些都离不开深厚的传统

文化基础。所以教师要根据高校的相关制度帮助学生进行传

统文化知识的认识，并及时利用其中蕴藏的道理来帮助自身

的成长和国家的发展，这样才算是真正利用了传统文化的全

部意义，这也是传统文化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所以，能够

长久存在的文化一定存在着人们难以挖掘的意义和价值，而

教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发掘出这些价值，然后好好利用

到日常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帮助自己的学生提高见识和知识

储备。

3.2 利用传统节目发展传统文化

提到传统文化大学生总会想起与这个词语相关的传统

节目，而这些传统节目的衍生主要是和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

文化发展紧紧相关，所以教师可以采用这种更加有趣的方式

来进行传统文化的教学工作。身处大学阶段的大学生摆脱了

高中时代的学习压力和学习任务，所以经常会在大学阶段进

行放飞自我的行为，因此大学生对玩乐的兴趣会有很大的提

高，这也为教师对大学生的教育有了新的教学角度。教师根

据大学生的这一特点利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进行传统文化的教

授和学习，这样才能发展传统节日带给人们的现实意义，也

能引起人们对传统节日的重视，从而对传统知识有更多的了

解和学习。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含义和存在价

值，其中也存在着传统文化的影子，而教师就要学会利用传

统文化的意义尽最大的能力帮助学生对传统文化进行认识和 

学习 [3]。

在对传统节日的庆祝中还能展开对学生的传统文化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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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让学生摆脱对传统文化枯燥的认知，有利于学生主动提

高对传统文化学习的兴趣和积极度。这样的方法还能引起人

们对传统节日的重视，深化传统节日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

把传统节日当做生活中的一部分，时刻都能进行对传统文化

的学习和认知。

4 结语

目前的社会发展对大学生的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而大

学生能力的提高就要靠教师在课堂中的作用了。而在大学生

的能力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能力的提高也有着很

大的影响，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深刻的品质内容，对大学生能

力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所以高校一定要在传统文化教育方

面引起重视，只有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才能为国家培养出更

加有用的大学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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