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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视域下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 
课程的构建路径研究

肖  蓓

成都师范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成都

摘  要｜新文科建设促使高等教育不断反思如何培养新时代人才，其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通识课程深度融合，

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力手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通识课程，需要做好课程建设的一系

列、全方位的工作：一是强调“以人为本”的新理念，锚定课程培养目标；二是创新“资源整合”的新方

式，组织课程教学内容；三是强化“交叉融合”的新形式，革新课程教学方法；四是关注“实践取向”的新

方式，改进课程教学评价。此项工作系统而复杂，需要全校通力协作。因此，需要学校层面进行顶层设计，

出台课程建设方案；学院层面落实课程建设过程；教师层面优化课程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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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

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2］。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

时强调：“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不断延续、生生不息的血脉，是中华民族

屹立世界的强大根基，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在于贯穿于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2021年）、《中小学加强和改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工作方案》（2019年）等文件的先后颁布，表明了加强中华传统文化融入教育体系的时代需求，作为培



新文科视域下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课程的构建路径研究2024 年 8 月
第 6 卷第 4 期 ·120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https://doi.org/10.35534/es.0604158

养时代新人的高校也应进一步思考具体举措。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的启动指明了全面建设新文科的方向，是高等教育领域继新工科、新医

科、新农科之后的重大举措，也促使高等教育文科建设不断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重点。然而，如何实

现新文科建设的“价值重塑、领域拓展、交叉融合、话语主导”等目标，是高校必须思考的问题。在高

等教育不断发展的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求在不断变化。如何找到中华传统文化与“四新”建设的契合

点，探寻出符合当下青年大学生需求和特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路径和教育模式，是高校必须考虑

的话题。为加强高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进一步推动新文科建设，促

进教学质量内涵式发展，本文聚焦新文科视域下如何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通识课程，探寻教学目

的的锚定、教学内容的筛选、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成效的评价等问题，以进一步助力我国建设自主知

识体系，培养“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创新人才。［3］

1  新文科视域下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课程的必要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蕴含丰富

的教育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高校通识课程提供内在的精神支持，也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关键性课程。［4］而新文科建设是目前高校人才培养改革创新的方向之一，需要打破专业与学科

之间的原有壁垒，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人

文精神的现代传承。［5］因此，为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提升通识课程的文化内涵，将两

者深度融合将取得显著成效，也符合当下新文科建设的先进理念。

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通识课程是新文科建设的时代召唤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不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其竞争根源还是文化，文化的力量和

价值不断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球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面对全球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我

国高校在文化守护、传承与创新方面的功能尤为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中的价值

理念、思维方式、组织运行等均产生着深刻影响。因此目前，传统的文科教育在培养新时代人才时面临

诸多新问题，必须思考转型和重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成为最佳理论源泉，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新方向。因此，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切入

点，突破传统文科教育格局和模式，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

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通识课程是建设中国特色文科体系的必行之举

为推进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重新构建具有中国独特性的中国文科体系，是新

时代文科建设的必行之举，更是高校文科教育的改革方向。新文科建设的“新”，主要体现在“理念、

标准、方法、路径和评价”等方面，均与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紧密相连，而课程正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抓

手和着力点。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体系为高校新文科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通识课程

是高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通识课程，是建设中国特色文科体系的有力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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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通识课程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力手段

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高校的一切工作都应始终围绕这一根本任务展开。课堂教学是

立德树人的主渠道、主阵地，教师是立德树人的主要力量。站好讲台，守好“责任田”，是教师安身立

命之本，也是教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在新时代，“如何培养人”这一重大命题面临新

的形势和挑战。落实立德树人，就必须不断思考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德性优先”历来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培养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守正创新的青年一代，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华民

族几千年来对人性的期望。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瑰宝，融入高

校课程体系，面向全体大学生，是必须思考的新的教学改革研究思路。

2  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课程建设的现状及问题

自2014年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来，要求各级学校切实加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及高校相继开展了诸多实践活动，中小学结合自身丰富的综合实践活动取

得了显著成效，高校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通过调研发现，其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归纳为以

下几个方面。

2.1  通识课程师资文化素养有待进一步整体提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故而要求承担相关课程的高校教师

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和系统的文化知识。但是目前高校师资队伍中存在诸多普遍性问题：一是因人

设课，现有通识课程教师大多根据自身喜好和擅长开设课程，课程设置存在随意性，缺乏科学性；二是

培养不够，高校对此类师资的培养力度通常不够，缺乏针对性的系统谋划，专门师资力量储备不足；三

是胜任力不足，从事相关教学的教师整体胜任力不足，对师资核心素养内涵理解不清晰，未形成完善的

胜任力提升方案。

2.2  通识课程内容中传统文化的着力点较为分散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6］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核心理念包括价值观、思想理念和民族精神，涉及家国情怀、思

想道德、人格修养等方面。在现有的高校体系中，教务、宣传、学工、团委等承担主要思政工作的部

门均可在各自工作中组织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但存在表面如火如荼、内在影响不深的问题，全

面性欠缺、系统性不足，着力点较为分散。因此，高校需要有计划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通识课程

内容，增加内容丰富性，加强内容聚焦性，通过系统性培养帮助学生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认

知、理解、认同和践行。

2.3  传统文化通识课程的教学实践性不强

目前高校的通识课程依旧以课堂讲授、增加知识为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更多地还是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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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学习，教法和学法均偏向于较为传统的方式。同时，与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结合不够紧密，尚未搭

建形成系统的实践平台。在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需要结合高校特

色、兼顾学科特点，创新教学方式、提升实践比重，立足地方文化发展需求，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

道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发展有机融合。

3  新文科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课程的建设路径

新文科建设的启动，为我国高校通识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可以优化学科分科过细、基本文化

素养教育缺失等系列问题，为培养新时代人才设定了新的规格，以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共同问题。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通识课程，需要在遵循高等教育基本规律的同时，做好课程建设的一系

列、全方位的工作，包括教学理念的转变和重塑、教学内容的筛选和组织、教学方法的选择和创新、教

学手段的拓展和革新、教学评价的改进和反馈等。

3.1  强调“以人为本”的新理念，锚定课程培养目标 

文化传承是指大学生通过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记忆，接受并践行

中华优秀文化价值观，进而为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和繁荣而努力奋斗。［7］儒家文化将“仁义礼智信”

作为圣人的培养标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大量词汇形容人性的高尚。通识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

育，是推进和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以人为本”是对人类主体性的肯定，更是智能时代高

等教育高扬学生人性的核心理念，也是符合新文科建设的核心理念。在通识课程的设计过程中，首要环

节就是确立培养什么样的人，然后再设计相应的课程。

3.2  创新“资源整合”的新方式，组织课程教学内容

文化资源是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是传播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设计一

门新的通识课程，教学内容的筛选、设计和组织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众多文化瑰

宝，高校可以进行如下筛选和分类设计课程模块：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基

本理论课程；二是品德、德性类课程，涵盖家国历史、社会公德等；三是语言文字类，如诗词歌赋、通

用语言文字、经典著作等；四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课程，如音乐、舞蹈、戏曲等；五是具有城市属性

的课程，包括节日民俗、历史故事、城市景点、饮食文化等。教师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升

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结合起来，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之处，并给学生带来新颖

的学习体验。［8］

3.3  强化“交叉融合”的新形式，革新课程教学方法

课程育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化的重要价值追求。但需要注意的是，课程育人不能脱离教

学实际，不能只追求形式化的育人。［6］新文科建设强调打破传统文科教育只关注学科内部的弊端和局

限性，提倡人才培养与世界同步，提倡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文创产品等新兴产业相结合，丰富教学

内容、革新教学方法，实现人才培养的复合型、多元化。高校通识课程在教学方法上，不能局限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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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座、讲授等方法，而应该结合人工智能，借助互联网，通过改造教学空间、开展智慧小组互动等形

式，革新教学方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生命”，实现高效率、大规模、深层次的

传播。

3.4  关注“实践取向”的新方式，改进课程教学评价

新文科建设是在现代社会高科技发展的背景下，继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之后提出的，体现出

文科建设仍然需要坚持实践取向、延续实践行动的新理念。在通识课程的设计中，评价环节既是课程建

设的出发点，也是归宿，是衡量课程效果的关键环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课程中，以学生是否掌

握、理解和运用教学内容，以及教师是否高质量完成教学计划为目标，采用新的智能教学平台、教学研

修平台等手段，关注课程的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能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以致用”，融入个人生

活、思想言行，实现自我提升和自我完善。

4  新文科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课程的保障管理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通识课程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需要全校通力协作。因此，相关部

门需要提升服务管理意识、提高服务管理能力、做好服务管理细节，从上至下完善工作环节，做好保

障工作。

4.1  学校层面，出台课程建设方案

通识课程是涉及全校学生的重要课程，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课程需要学校层面设计科学而全

面的建设方案。教务处作为课程管理单位，应提供课程建设的工作流程，督促相关单位确保建设质量；

二级教学单位应根据学科本身的规律和特征，设计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案等；马克思主义学院应思考课程

教学的改革和创新，改变传统通识教育被忽视的边缘状态；学生处和团委负责课堂教学的监督和检查，

关注教师授课情况。

4.2  学院层面，落实课程建设过程 

目前，部分高校已专门建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院。在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学院应明晰定位、

健全组织、吸引人才，系统设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科专业相匹配的课程体系，探寻通识课程的建设

路径，加强相关科学研究，落实课程建设方案。其他二级教学单位应积极配合学校建设方案，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学生日常管理与教学，强调通识课程的重要性，严格进行通识课程的考核，最终在二级

教学单位建立起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有力阵地。

4.3  教师层面，优化课程课堂教学

任课教师是实现通识课程培养目标的主体。首先，任课教师要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课程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思想站位，高度认同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的重大意

义；其次，任课教师要认真思考，找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通识课程课堂中的教学重难点，研究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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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和手段，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最后，任课教师要在课程考核中平衡理论与实践，设计多元

化的考核方式，完善评价体系，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生群体中真正实现“入心”“入脑”。

5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应该以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

践行者为目标，以家国情怀、社会公德、个人底蕴为培养内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度剖析、理

解和践行。通识课程在高校课程体系中肩负着培育青年人综合素养的重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

入通识课程，可以遵循新文科建设以人为本、资源整合、交叉融合、实践取向的理念，通过学校引导、

学院落实、教师实施的三级联动，力求形成全方位、系统性、科学化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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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Gener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Xiao Bei

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Chengdu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prompts higher education to constantly reflect on how 
to cultivate talent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general courses is a powerful means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realiz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people. The integr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college 
general courses requires a series of comprehensive work in course construction: The first is to emphasize 
the new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and anchor the course training objectives; the second is to innovate 
the new way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organize the course teaching content; the third is to strengthen 
the new form of “cross-integration” and reform the course teaching method; the fourth i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new way of “practice-oriented” and improve the course teaching evaluation. This work is systematic 
and complex, and requires the full cooperation of the whole schoo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sign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plan at the top level at the school level, implement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process at the college level, and optimize the classroom teaching at the teacher level.
Key words: New liberal art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General courses; Construction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