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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一代代中华儿女通过勤恳

劳作、实践探索，铸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高尚的道德标

识、先进的思想观念、坚强的意志品质等，成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架构与基座。这些文明精髓，滋养和丰富

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激励和提振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力

量，构建和积淀起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

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继承和弘

扬、继承和弘扬什么、怎样继承和弘扬等重大问题。

2017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意见》就明确要求：“实施中华文化传承工程，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1]2020年，《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也把加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确定为课程思政建设内容的重点之一。[2]同年10

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出台，《指南》

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应主动融入学校课程思政教学

体系，将课程思政理念和内容有机融入课程，教材内容

应 自 觉 融 入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培 养 学 生 弘 扬 中 国 精

神，讲好中国故事。[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现状

作 为 一 种 全 新 的 课 程 观 ， 课 程 思 政 聚 焦 对 学 生 理

想信念、人生境界、道德修养等视界与维度上引导的力

度、深度和效度，是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全

新路径。然而，当前课程思政效能的发挥还与满足大学

生个人成长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存在一定差距，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思政建设还存在顶层设计不足、教

师素养欠缺、教材建设不力、教学方法单一，未充分挖

掘课程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政要素、未充分挖

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以及融入生硬等诸多问

题。因此，推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导向的大学英语

课 程 思 政 建 设 ， 使 学 生 们 在 获 取 知 识 、 习 得 技 能 的 同

时，弘扬并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培养学

生的文化自信已成为高校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价值

1、有助于课程思政育人功能的发挥

近年来，全国上下共同抵御疫情的行动满溢出中华

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家国情怀效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蕴含的家国情怀、民族意识也成为了很好的课程思政素

材。疫情防控的实践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战

胜各种挑战的强大精神支撑，是对大学生实施人文素质

教育的最佳载体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注重家国

情怀的代代传承，同时也对其他国家施以守望相助、共

克时艰的关切。它所呈现出变通达久的智慧和自强不息

的活力，也让新时代的大学生们耳濡目染、共进同担，

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教育影响方式由灌输变成了唤

醒，大学生们也在熏陶和浸染中渐渐锤炼出了仁爱、担

当的品格，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受益者和传承者。

课程思政的根本指向是立德树人，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弘扬的高尚道德情操具有共通的取向，这种宏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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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文化积淀具有意义深远的育人功能。探索将其融入大学英

语课程思政的路径方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课程思政在宏观意识和微观方式上融

合，有助于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功能的发挥，有助于大学英语教师传统文化素养和文化育

人能力提升，更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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