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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策略
文/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丁继承

一、高职校园的首要使命

高职校园文化建设，是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具体举措之一。2014年，教育部印

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2016年

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座谈会时首次指出“文化自信”，7月1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将文化自信

列入“四个自信”；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指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综上所

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传承和发展贯穿于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的教育大计，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保障，也

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内容。站在新时代历史舞台

上，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中的意义追寻、价值遵循和使命必

然；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高职院校，包括一切学校的所

有校园文化活动，首要任务就是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从国家意志到立德树人再到时代新人，从文化

育人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强国，贯穿始终的，正是中华

优秀而传统文化创造性传承、创新性发展的过程，是赓

续几千年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源远流长、大爱无声地乳养

全体中华儿女的过程。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校园的问题

（一）认识论方面，不重视而将忘记，长忽视而

欲断代。不少高职院校缺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

园文化建设的理论体认。一方面，一心扑在规模扩充以

及硬件建设上，这与其升格合并等历史发展有关，但不

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培根育人中的重要

作用，以为简单匆匆的招生和就业就完成了人才培养大

计，这有损于其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一心用在教学

技能的提升上，对于“技”过分追求而忽视了“涵”的

选择与追求，缺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与融入，缺

乏文化教育，缺乏情怀教育，导致学生成长不平衡，技

术技能可能过关了，但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能力普遍不

高、情商低、宗旨意识缺失、心理疾病、思想定力缺

乏，以致难以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由于对传承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忽视，学生缺乏历史文化的厚

重感，归属感不强，淡忘甚至混淆历史、文化断代的危

机随时会出现。

（二）本体论方面，整理少而内容散，创新缺而魅

力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内涵理解不准确。通

览一些学者的研究论述，站在高职院校角度理解，大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人文素养方面的东西，尤其是儒

家传统，于是就在学校做一些口号宣传之类的东西，这

种理解和做法未免片面和粗糙了。从大的方面看，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不光包括人文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必须

涵盖自然科学领域。总之，中华民族无数先辈前贤、历

史实践所流传至今的所有正确的经验规律、观点发明都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缺

乏对其系统整理，就算有意将其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也

是因循守旧、千篇一律，尤其是对其创新创造不够，致

使内容散碎刚硬，魅力和融入不足，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育人作用大打折扣，对其传承发展日损其益。

（三）方法论方面，合力失而推进迟，机制缺而质

效低。一般情况下，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缺乏机构、缺乏

专门人员来实施和保障，往往将其作为一项兼职工作加

以推进，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方面，难免合力

不够，工作质效可见一斑。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校园的路径

（一）构建理念体系：站位血脉精髓、培根筑基，

引导正确体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

【摘要】高职院校应正确站位，自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作为首要使命，建设理念、内容、载

体平台和机制保障“四大体系”，践行与时俱进、强化设计反思，合力打造建设资源库、师资库等，共同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传承发展和高职校园文化建设贡献应有力量。

【关键词】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立德树人；四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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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义。一是正初心。要从职业教育初心使命的高度出

发，明确职业教育及其文化建设，不仅为高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创设良好环境，更重要的是对标五育并举、大国

工匠能工巧匠，对标高质量可持续，矫正和深化校园文

化建设初心使命，即为学生在校生活提供与时俱进、文

脉传承的更好氛围，也能够正向影响学生以后的发展，

使其腹有诗书、文化自信，从而坚定奋斗奉献意志，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传承的践行者。二是夯思想。新

时代历史风云激荡，多元文化时刻冲击学生，更有甚

者，各种渗透拉拢，给文化强国建设设下障碍、分散力

量。高职院校要责无旁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传承

作为使命之一，贯穿、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等教育教学全

过程，把传统思想精华和时代思想精华融会贯通，对标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以此端正学生思想指引，使其

始终行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旗之下。三是强

信心。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1世纪中叶，要建设社

会主义强国，文化强国是重要内容之一。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最深厚最根本的自信。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命运共

同体有史以来生命实践的价值精华和智慧结晶。因此，

要指引学生树立文化自信，以此推动勤奋好学、成长成

才。四是亮态度。高职院校要以舍我其谁的担当扛起这

份伟任，要理直气壮搞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校园文化建设的每

一个人，形成万众一心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氛围。五是明对象。要明确为谁建设校园文化，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谁服务。那就是为人才培养、为教育工作

者成长，尤其为可塑性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的职业

院校学生。六是长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校

园文化建设不仅仅是一项任务，更是一项长期普及的伟

大“工程”；不是一时一地、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

项要持之以恒做好的事情。既要有长年规划、又要有具

体推进，要根据实际情况长此以往，形成系列成果，以

期立德树人、滋养万代。

（二）打造内容体系：形成开放包容、兼收并蓄

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校园文化资源库。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校园文化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

打造和提供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内容体系。要去狭隘、

忌粗糙，增强放管服、供给侧改革，还要引进来、成自

我，建库存、常更新，以期建设提供与时俱进、既传承

又创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施教者、传承者提供参

照。一是做好挖掘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悠久厚重，甚至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散佚流失很多，也包

括历史近期新加入的文化因子，形成了浑厚庞杂、浩瀚

无比的内容体系。因此，将其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

首先要进行挖掘整理，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这项挖掘

整理工程可能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甚至很长的时间，但这

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一旦做成、定会福泽永世。可

利用一所高职院校内部的师资，也要校校联合、校地联

合、全社会联合，发动全社会有序做好。二是做好多元

融通。如果说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智慧、精神的总和是

一棵巨树，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巨树的根脉。几

千年来，这根脉绵延不绝，有冲突有融合但又共同演绎

了历史的进程。高职院校将其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过

程，就是多元融通、汲取营养、强筋健骨的过程。内容

上，不管诸子百家还是独尊儒术等等，不管正向引导还

是负面清单，后来者、实施者都应汲取其中精华要义，

做好融会贯通，尤其是将传统的与时代的文化因子融

合，共同为文化氛围营造和立德树人服务。三是做好与

时俱进。运动是绝对的，因时因地制宜才是王者。既然

有历史演进，就有判断取舍，就有优胜劣汰。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中，要做好内容的遴选，将真正久经

检验的精华与时代发展紧密契合，对标有利于学生成长

成才、有利于教师幸福工作、有利于学校高质量发展。

四是做好自身凝结。不少高职院校向外列示了校外的文

化因子而忽视了自身文化内涵的凝结。任何一所学校都

应该明白，具有自身特色的校训校风教风学风包括党建

特色品牌、各类口号标语、文创作品等等，都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有了这样的历史自觉，就会重视自

身文化凝结完善，就会将自身凝结的文化内涵融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这犹如一棵大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

沃土，各类各级学校文化内涵开枝散叶、开花结果，随着

历史的推移，校园文化建设荣荣与共、生生不息。

（三）搭建载体平台体系，合力推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融入。一是充分利用课堂主渠道。高职院校文

化素养（通识）教育教学的过程，本身就是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无论是专业

课、通识课还是实训见习课，时刻都有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的成分，只是或隐或显而已。要重视课程思政建

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思政课结合起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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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发展因素的发掘整理，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传承发展与已有课程同时推进、相得益彰。二是充

分利用校园文化活动主载体。这一方面比较容易办到。

一所高职院校内，校园文化活动已经相当丰富，学校群

团组织、教学单位等，各类比赛、传统文化进校园、交

流观摩、艺术节等等，都很好地传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文化要有载体呈现和巩固升华，要加大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文化活动中的比例，以期充实活

动，使活动更有内涵。三是建设景观阵地。要加强标志

性、历史性的雕塑、造型等景观阵地的建设，也包括党

员之家、教师之家、校门外观、楼宇湖路命名等等，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其中，学校形象的一种塑造和标

识，起到比较恒久的以文化人的作用。四是设计制作文

创产品。伴随着学校办学体量的扩大，业务往来也日见

频繁，文件通信、包袋杯盒、笔墨纸砚等等，不但要设

计具有学校自身特色的文化元素，更要凸显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内容，既传承又创新，时间一长，便给校内外留

下了深刻印象，宣传自我、文化标识的目的便达成了。

五是加强网络媒体传播。网络如此发达，校园外各类各

级网络报端，校园内的校园网、各种群组，除了日常工

作宣传之外，也应是传播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良好平台。一方面，做好已经整理好的成果的宣传推

介；另一方面，还要加强阐释生发，让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之花在校园盛开，增大文化惠及接收面、受益面。六

是加强文化交流与融入。一木不成林、万花春灿烂。为

了对接现实和校内外，还要注重文化的交流交融。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精神的、物质的、行为的、

制度的四大类型的文化为载体，融会贯通；搭建教师

的、课程的、活动的、实训的、企业的、城市的、地方

的、教学的、专业的、科研的等等各种文化因子平台，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内容，延展而开、携手共

进，共同谱写文化育人新的篇章。

（四）建设机制保障体系：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和谐有序。一是做好调查研究

和顶层设计。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校园文化

建设，决策者首先要考量清楚、明确路线图。也就是

说，首先要下足调查研究功夫，通过学习人家做法、摸

清自家实际，设计、制订推进方略，逐步落实。综合政

行企校多路专家组成规划设计组，契合院校实际又紧跟

时代要求，以此抓总该项工作。二是组建实施的机构

和队伍。有了规划设计，具体落实更为重要。要精简内

设机构，成立校级委员会，由校级领导牵头；设置校园

文化建设职能部门，统抓和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中国化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与管理。三是建设

物尽其用的师资库。贯彻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将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每一位教师和学生都是

实践者。一所院校应该发动全校师生，组成师资库，不

能让学生学若干年时光只是过客，要物尽其用、发挥所

长，共同为校园文化建设这一大花园式的工程努力。四

是做好制度规行。无以规矩、不成方圆。可适时出台管

理制度，做好工程预期和指导实践，并做好制度的废改

立，及时根据新情况修正、保证正确指挥。五是做好考

核激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实践者的能动性，一方

面靠实践者本人、本单位发挥，还有一方面就是激励政

策。按劳分配、奖罚分明，能者上、庸者下，确保队伍

的战斗力，也确保融入工作高质量落地。六是做好创新

创造。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

校园文化建设也是如此。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与

时俱进，真正落实好创造性传承、创新性发展。另外，

还要杜绝胡编乱造、恶意篡改等。七是做好反思反哺。

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路平坦、一帆风顺，总会有些坎坷

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过程也是如此。要善

于总结反思、整改到位，如年度工作计划要点、阶段工

作报告等等，要强调问题查摆与整改督查，如此良性循

环、反哺教育教学其他方面，荣荣与共、生生不息。八

是做好科学研究。无研究、不成识。将校园文化建设纳

入院校科研体系，设置指标、明确指南以及问题导向并

加以推进。同时，注重通过科研总结反思，为决策提出

方法路径。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校园文化

建设意义重大、使命非凡。这项“工程”需要常态长效

地加以推进，需要一代接一代的接续奋斗，其思考与实

践永远在路上。不可急功近利、也不可粗制滥造，需要

的是心血与共、久久为功，需要的是静水流深般积淀夯

基，唯有如此，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为核心的

高职校园文化建设才能开花结果，为滋润心田服务、

为“立德树人”服务。

【课题项目：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2021年校级科

研课题“基于立德树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校

园文化建设策略研究”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