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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高校召开的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

的会议，对高校文化教育工作提出了指导，想要更好地把握

文化工作本质、新时代文化工作内涵，需要学校将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和当代德育进行融合，以此开展多样化的德育活动。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里含有古人的哲学思想、智慧文化

等，其在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沉淀中，形成了深厚的德育知

识，其都是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因此，将现代德育和传统

文化进行融合，以此对人们进行教育和启迪，其中的现代教

育价值还需要有待人挖掘。

德育和优秀传统文化在作用上和形式上都有着相似之

处，比如两者的导向作用，具体体现在人生观、世界观、情

感态度、意识方面。

德育主要对思想品德、素质等进行教育，其包含了爱

国主义思想、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理想信

念等思想理念，其可以将社会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教育合力。

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民族优秀品

质和凝聚力的重要来源。

现代德育主要对广大青少年进行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

教育，根据时代要求，将青少年培养成为社会主要的高素质

人才，想要实现此目标，必须要重视传统文化中包含的思想

内容、教育方式、理论价值观等智慧，加以利用。且现代德

育必须要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以此保证德育

有源源不断的活力，促使德育符合时代特色，该目标的实现

需要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以此确保优秀传统文化

在新时代的发展中仍然保持特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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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工作是一种思想意识层面的教育工作，因此大多

数教师在德育和传统文化融合过程中，仍然采用传统的灌输

式、说教式教学方法，没有根据学生实际需求和时代特点进

行针对性教育，教育方式不合理。且在教育内容上，没有将

当代德育思想和时政热点相联系，德育思想和社会文化思想

融合度不高，在融合的过程中过于强调文化技能和艺术的学

习，忽视了文化思想和文化理念的教育，导致学生思想品德

素质仍然得不到提高。另外，教师在融合过程中没有从实际

生活出发，在课堂上不注重营造氛围，学生积极性不高。

当前，大多数高校教师本身素质不高，在开展德育工

作时，仍然采用传统的方式思想品德教育，因为对传统不了

解，导致融合方式不合理、衔接度不够，无法把握传承和创

新之间的关系。在德育思想渗透中无法和当代文化理念进行

融合，且对两者的理论和实践认知也不全面。

不同学校的德育课程教材版本是不同的，因此德育教

师应该善于教材资，充分挖掘其中可利用德育元素和传统文

化资源，将其进行融合，纳入到不同学年段的部编本教材中，

在编写的过程中做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作。例如，很多教

材中的知识点中都有引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

因此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对其进行进一步说明，以此激发学

生们的民族精神；语文教师在《师说》教学中，可以引入传

道授业解惑教育思想，培养学生的师恩意识；在政治学科中，

学习民族文化时，教师可以通过创建多种实践活动，让学生

们进入到民族精神探讨中、民族服饰表演中、经典作品诵读

中、中国茶文化制作中，将此作为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素材。只有善于利用教材资源，才可以更好地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德育教学中，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学

习传统文化知识、感受中华优秀精神品质。

学生们身处于社会公共生活时代，他们视野开阔、思

想意识越来越成熟，对社会、国家、政治充满着好奇，因此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们的这种身心特点，从学生主体意识出

发，探索出适合学生的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路

径。首先，教师可以在利用节日优势，在课堂上开展传统节

目教育活动，比如端午节和清明节等一些重要节日，通过歌

颂历史、诵读史诗等教学互动环节，以此传承传统文化。教

师也可以组织在课堂上鼓励学生们讲出自己是如何过节的，

让学生将自己的想法和心情通过诗歌表达出来，诗歌可以自

己编写，也可以借鉴书上的字句，以此激发学生们缅怀先烈

的情怀，促进学生民族凝聚力的提升，以此提高学生们的优

秀品质。其次，教师也可以利用当地举办的各种文化艺术活

动，组织学生们积极参与，自己准备节目，给予学生更多学

习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的机会。例如，农业文化活动、

二十四节气主题活动、文化创作活动等，让学生们在活动中

受到一定的熏陶，以此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明确自己作为

中国公民应尽的义务和的责任 [2]。

德育课程知识内容涉及多种生活观念、经验见解、价

值判断等，其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一一践行和感悟，才可以增

长才干，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意识，对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需要营造生活情境，鼓励学生们勤思考、勤探究，以此认同

中国传统文化和德育元素，更好地促使两者实现深度融合。

第一，要有形式、有内涵。学科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特

点开展传统文化实践活动，教师在确定活动主题后，需要丰

富活动形式和内容。例如，学校可以利用文化艺术节开展汉

服鉴赏和设计实践活动，将汉服文化内涵介绍、汉服舞蹈演

出、汉服设计、汉服体验等作为活动基本环节，要求学生们

先讲述关于汉服的历史文化，其次穿着汉服表演节目，后设

计制作汉服，最终讲出自己的感受。通过以上实践活动可以

让学生们更好的感受汉服文化内涵、并在实践中继承和弘扬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此启迪学生，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和凝聚力。第二，要有跨越、有融合。教师们需要融合各

学科特色，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活动的科研和探讨力度，利用

家庭、社会、学校教育途径，形成德育合力，促使实际活动

更具有深度。例如，学校可以开展“感受时代变迁”实践活动，

组织学生们走出学校，利用各学科教学优势，进入社区、故

居、古道、田园、科技馆中，了解并学习各学科知识，以此

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感受巨大的历史变迁，以此了解

生活的不易。这种教学方式可以促使传统文化和德育进行深

度融合，让学生们在实践活动探究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3]。

综上所述，德育在中国国民素质提升和个人品质培养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不仅影响着中国教育事业的稳

定，也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时代的

发展。因此，广大教育工作者需要通过文化特色和德育思想

来培养广大学生的道德品质和综合素养，最终在新时代发展

下，培养出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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