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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和改进学院五年制高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

(试行稿)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

导纲要》等文件精神，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现就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学院五年制高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大意义

1．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要求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的软实力

和根本驱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

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是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传承

中华文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

重要意义。

2.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要求

立德树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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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信念、价值取向、基本精神和育人方式中蕴含着立德树

人的宝贵智慧，是学校开展教育工作的精神动力、思想保

证、材料来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文化精

髓来教育学生，能够引导学生提升文化认同，增强价值观

自信。学校作为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

的重要源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融入立德树人的实

践，既是职责与使命所在，也是不断提升人才培养内涵的

要求和选择。

二、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

则

3．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理想信念为

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弘扬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

精神为主线，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

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做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时代阐释、传承、传播和弘扬工作，坚持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培养富有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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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重整体性。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纳入学院

五年制高职人才培养方案，从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的视角整

体审视问题，统筹规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顶层设

计。

（2）体现系统性。从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

式、活动开展、师资队伍、平台载体、环境建设及考评体

系等方面进行系统设计和规划，将课内课外相结合，课堂

教学与社团活动、实践教育相结合，坚持统筹协调，各种

教育力量形成合力。

（3）突出时代性。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核心思想理念的时代价值,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行现代解读，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

（4）兼顾地方性。坚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传

承地方乡土文化相结合。传承和发展各地独有的民间工

艺、竞技游艺、民俗风情等优秀的文化符号和价值体系，

增强民族自信，延续中华文脉，促进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

转化。

三、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总体目标和主要内

容

5．总体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规

律，按照整体设计、系统推进的要求，总体规划学院五年

制高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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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

会实践教育等各环节，构建五年制高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课程、教材体系，创新五年制高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理念、形式与方法，提高教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

养，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和自主学

习、探究能力，让学生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正

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培养学生的文化创新意

识，不断增强文化自信，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6．主要内容

（1）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及时代价值

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任务，重点挖掘和

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

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让学生清楚中华文

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和中华文化独特的智

慧、气度、神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理念

与思想政治理论等课程中的爱国主义、理想信念、人生价

值、道德伦理、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时代精神

融合，解读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

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及人文精神，做好家国情怀教

育、社会关爱教育、人格修养教育。

（2）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标志性符号的精神内涵

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社团活动、社会

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感知中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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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培养良好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

值取向。结合传统节日、节气、饮食、服饰等知识和内涵

的阐释，让学生尊重文化习俗、传承民俗风尚；充分利用

重大历史事件和中华历史名人纪念活动、国家公祭仪式、

烈士纪念日及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遗迹等，在国

家重大节庆活动中体现仪式感、庄重感、荣誉感，展示爱

国主义深刻内涵，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做好乡土文化和乡

贤文化资源的挖掘工作，用优良的家风、家教、家书、家

训文化引导学生具有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滋养学

生孝敬、礼让、诚信、宽容、慈善等美德，培养珍视亲

情、热爱家乡的情怀；将戏曲、书法、中华武术等高雅艺

术、传统体育引进校园，注重校园文化熏陶，培养学生兴

趣爱好，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和综合素质。

（3）传承传播传统艺术、技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发挥好各校戏曲、艺术、美术、中医药、烹饪等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专业和非遗项目传承的优势，进一步加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专业和学科建设。发挥好地域文化的

优势，重视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

门学科的传承，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专业文化、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弘扬和创新发展工作，合理利用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为发展文化创意

产业和地方经济培养更多的工匠和大师。

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举措

7.做好顶层设计。从五年制高职人才培养的高度系统



6

谋划学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内容纳入五年制高职人才培养方案，完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学院成立专门的组织，统筹开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组织、协调、研究等工作。

8.构建课程体系。推动各校创造条件在四、五年级开

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每学期不低于 8 学时，共计

1—1.5 学分），其它年级每学期都要开设选修课。鼓励有

条件的学校先行开设必修课，总结经验向全院辐射推广。

逐步构建起具有五年制高职教育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通识教育和主题教育相结合、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相结合

的课程体系。

9.促进课程融合。修订五年制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语

文、历史、艺术等人文社科类课程标准，增加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内容比重；在理工科类课程的教学环节中重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知识和技艺教学，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

入五年制高职教育。

10.加强教材建设。集中各校专家力量编写院本教材。

支持各校开发具有专业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的校本教材和

资源库。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利用专业优势开发内容精、形

式活、学生欢迎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形成平面媒体和数字

媒体优势互补、百花齐放的立体化配套教材体系。

11.推动资源共享。征集并遴选各校开发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优秀教案、微课、慕课、微信公众号等优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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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各行业专家、大师、非遗传承人等专家名师资源，建

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资源平台，实现优质课程资源共

建共享，通过网络课程弥补部分学校师资力量的不足，拓

宽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12.改进教育方式。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特

点，选择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富有典型教育意义的内

容，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手段诠释和传播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开辟传统文化传播渠道；通

过道德讲堂、专家讲座等途径，把专家“请进来”，提高

授课质量；创新活动形式，通过社团活动、成果展示、文

化展演等活动，注重实践养成。

13.做好传承和创新工作。推进戏曲、书法、高雅艺

术、传统体育等进校园，推进与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紧

密的地域特色文化传承。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和

创新工作，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品牌和创新示范专

业点。培养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

材、获取灵感，形成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艺

术价值与时代特点要求相结合，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

进行当代表达的能力。

14.培养非遗传承人才。鼓励学校结合当地非遗特色选

择与社会对接较好的项目，打造非遗项目品牌和办学特

色。建立行家大师指导、教学名师领衔、技能大师和专业

教师为教学主体的专兼结合的“双师”队伍，将非遗项目

传承与创意产品开发紧密结合，与学生创新创业相结合，



8

拓展紧密关联的专业，建设非遗专业群，培养学生传承、

保护、发展、管理非遗的能力。

15.彰显校园文化育人功能。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比重，精选和提炼凸显文化特色的经典

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完善硬件设施的规划和设计，实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象化、具体化，让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充分利用学校的校史

馆、图书馆、档案馆等资源，发挥其独特的文化育人作

用。

16.发挥各类载体作用。利用好社会现有的公共资源，

为教育教学服务。发掘地方博物馆、文化馆、纪念馆、图

书馆、美术馆、故居旧址、名胜古迹等教育基地功能，组

织学生开展考察参观等活动；利用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工

程、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等数字文化惠民工程的数据资源

成果，向学生推送适合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传播的传统

文化精品佳作。

17.发挥家庭社会合力。注重学校、家庭、社会力量的

整合，努力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多位一体的合力。组织

学生和家长共同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教育、志愿者

服务和公益性活动，倡导家长通过言传身教，形成良好家

风，培养学生爱国守法、尊重公德、珍视亲情、勤俭持

家、邻里和睦的良好风尚。

18.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各分院、办学点要配足配齐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师资，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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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灵活的教师评聘制度，积极聘请民间艺人、技艺大师、

行业专家、非遗传承人等参与教学。鼓励有条件的分院、

办学点设立“大师工作室”，培养和造就一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才。建设好专业教师队伍和

学生工作队伍，建设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基

地，提升各校教师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能力。

19.注重教育科研。鼓励教师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的实践探索和规律总结。以问题为导向，以科学先进

的理论成果为指导，积极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专项

课题研究和研讨活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传承创新

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

理念与实施路径的先进性、正确性。

五、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组织实施和条件保

障

20.提高政治站位。各分院、办学点要把思想统一到为

党治国理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认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要站在坚定文化自信和建设

文化强国的政治站位上，认清学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强化担当，切实抓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工作，提高五年制高职人才培养质量。

21.加强组织领导。各校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

作纳入整体工作方案，进行长远规划、系统设计，结合实

际制定具体实施计划。明确任务分工和配套措施。组建以

校领导、教务处、宣传部、学生处、团委等共同参与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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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

导、党政群齐抓共管、相关部门各负其责、全校共同参与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长效工作机制。

22.完善评价与督导机制。研究制定学院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考评体系。将学校在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等

各个环节中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要求作为立德树

人整体工作评价的重要内容；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纳

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将教师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的能力和实绩作为教师评优评奖的重要依据。定期开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督导工作，引导各校对照考评标

准做好建设和推进工作。

23.增加经费投入。各校要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专项经费，借助市场机制与社会力量，多途径增加经费投

入。稳定专职教师待遇，保障外聘师资的资金投入，专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师资培训资金；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活动和社团的资金投入，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类教学

实践活动资金；专列教学资源库建设资金、课题研究资

金。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年 6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