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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组织建立“无人售货”诚信驿站，将售货站台设置

在校园各个位置，根据不同场景需求提供不同的售货服

务，在教学楼售卖书本纸笔，在生活区售卖饮用水、零

食等。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诚信书架、共享漂流伞等项

目 ， 获 取 经 济 效 益 的 同 时 ， 方 便 高 校 师 生 日 常 学 习 生

活 。 这 个 过 程 中 ， 辅 导 员 可 以 贯 彻 “ 诚 信 ” “ 互 帮 互

助”等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能够帮助学生获得良好的文

化学习体验，更能带动全校师生一同创建良好的中国传

统文化学习氛围。需要注意的是，辅导员在营造校园文

化 学 习 氛 围 时 ， 要 有 规 划 地 完 成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教 育 任

务，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避免出现教育形

式碎片化、教育内容娱乐化等问题。

（三）重视网络教育渗透

信 息 时 代 ， 各 种 价 值 观 在 高 校 融 合 碰 撞 ， 并 衍 生

出多种思想理念。高校辅导员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工

作，可以依托“互联网+”新媒体，搭建微信公众号、

微博等网络信息平台，定期发布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实

现网络教育渗透。例如，借助网络平台发布学生制作的

中国传统文化短视频、经典影视作品剪辑，展示校内书

法、民间传统乐器等比赛的优秀作品，以喜闻乐见的形

式满足大学生文化需求。同时，辅导员要不断提高网络

平台管理能力和问题分辨能力，及时删除诽谤、恶意中

伤等不当言论，并根据言论内容进行调查，将调查结果

公之于众，阻止事态恶性化发展。

数字化时代信息收集手段变得多样化，高校网络媒

体平台不仅能够实现文化输出，还能够收集学生信息。

辅导员可以通过点赞、订阅数量，分析学生日常阅览内

容，了解在校学生感兴趣话题，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学生

感兴趣话题进行结合，完成“润物无声”的中国传统文

化渗透式教育。例如，某历史题材电影在高校大学生群体

中有较高话题度时，电影上映期间，辅导员可以在网络平

台上发布一些与电影相关的背景信息，帮助学生了解历

史，深刻体会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感受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家国情怀。进行数据收集整理时，由于数据存在

一定的隐私性质，辅导员要具备职业道德观念，严禁将学

生个人信息贩卖给第三方，违者需要进行责任追究。[3]

（四）开展社会教育实践

教育活动应立足于实际，高校辅导员开展中国传统

文化渗透式教育，要鼓励学生进行社会实践，通过实践

加强文化认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例如，辅导员

可以在寒暑假组织学生进行传统文化主题旅游，旅游地

点选择一些具有时代文化背景的景点，如陕西秦始皇坟

墓、河南开封府、洛阳龙门石窟等。在观览建筑景物的

同时，结合设施的建筑背景及年代，帮助学生了解不同

时期的艺术特点，完成中国传统文化渗透。

作为从学生到社会人员的身份转变重要时期，大学

生多处于迷茫状态，面对各方诱惑，也为自己未来发展

感到焦虑。同时，大部分学生没有生活压力，社会阅历

不足，没有意识到当下生活的幸福。高校辅导员进行中

国传统文化渗透式教育工作时，核心目标是帮助学生建

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懂得“知足常乐”，以积极阳光

的心态面对未来生活。辅导员可以开展社会调研活动，

针对当下热点话题进行探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内

容，引导大学生关注时事政治，并发表个人看法。定期

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志愿者服务，鼓励学生去养老院、福

利院，帮助老人、孩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这个

过 程 中 ， 学 生 会 产 生 情 感 共 鸣 ， 明 白 自 己 是 多 么 的 幸

运，理解友爱、奉献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4]

结　论

综 上 所 述 ，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具 有 丰 富 的 教 育 内 涵 ，

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责任主体，开展中国

传统文化教育工作时，要结合渗透式教育模式，利用其

“润物无声”的教育特点，强调“学以致用”的教育理

念，完成文化思政教学结合。同时，高校辅导员要丰富

校园教育活动，结合网络平台、社会实践等多种渠道，

提高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度，鼓励学生了解、

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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