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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化的重要作用要求自觉进行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必须以培育核心价值观为重点，以传承传统文
化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起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高校进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教育是发挥文化建设作用和承担文化育人职责的必然要求，需要明

确目的内容、创新多种方式、强化实施管理、落实条件保障进行两者的融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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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关于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２０１７年１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两

个文件不仅强调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而且指出了两者

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同时也强调了高校在两者

中的重要作用。高校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合起来，使两者相互

促进共同作用，把大学生培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实现文化育人的

职责。为此，就需要深刻认识高校进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教育的理论基

础、内在根据、现实依据和实现路径。

１　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合教育的理论基础

文化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对个人来说，文

化是个人的高层需求。在物质生活需求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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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赋予个人独特的意义，支配个人

的思维、情感、行为模式等，是个人的精神家园。对

民族来说，文化是民族的认同根源。民族的独特文

化是民族的标识，是民族延续的血脉，是民族认同、

团结的根源。对社会来说，文化是社会的精神结

构。社会的文化结构对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

具有重大的能动作用，合理的、先进的社会文化结

构能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从而能推动整个

社会的发展。对国家来说，文化是国家的软体实

力。国家的文化影响着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影响着

国家的凝聚力和行动力，影响着一国对他国的引导

力和辐射力，作为国家的软体实力已日益成为影响

国家实力的重要要素。对人类来说，文化是人类的

发展能力。文化的继承、交流和创新机制使人类改

造世界的能力在学习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不

断加速积累，不断快速发展，文化的发展是人类改

造世界能力的发展。文化的重要作用要求人们自

觉进行文化建设，不断促进文化发展。

文化建设需要以培育核心价值观为重点。价

值观是人们对外部事物满足自身需要的价值关系

的总体认识，它通过人们的理想追求、得失比较、利

弊权衡、好坏辩评、善恶判别、美丑区分、荣辱爱憎

等表现出来。价值观反映了一种文化体系的追求

目标和评判标准，决定了文化体系的性质，最能表

现文化体系的特征，像灵魂一样统摄着文化体系的

诸要素，所以是一种文化体系的精髓。正是由于价

值观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所以文化自觉的重点是价

值观自觉，文化建设的重点是价值观建设。同时，

一种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也是多维多层的体系，有

核心价值观、基本价值观、具体价值观等，其中，核

心价值观最能表现价值观体系的性质和特点，对其

他价值观起主导作用，影响甚至决定其他价值观。

因此，价值观建设的重点应是核心价值观建设。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

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

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

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１］。

文化建设需要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

任何民族、国家文化的发展都必然以它从历史上继

承的既定传统文化为前提、基础和条件，这是不可

选择的，是不可超越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

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

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

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

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

脑”［２］。但传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必然会受到过去的时代条件、社会环境和人们认识

水平的制约，因而也必然会存在过时的、错误的甚

至糟粕的东西。这就使传统文化对现实社会的作

用不仅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可能有消极的限制、

阻碍甚至破坏作用，这就要求人们对传统文化各要

素自觉进行评价、鉴别，采取一种扬长避短、趋利避

害、兴利除弊、取精去糟的扬弃态度，继承传统文化

中的积极成分、优秀因素，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促进

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２　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合教育的内在根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

体”，其中，文化建设为其他各方面建设提供方向

引领、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不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一

方面，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以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这对于保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性质，对于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和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巩固全党全国人

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集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和深远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应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

这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增强民族自信，对于继承传

统美德和建设和谐社会，对于提高治国理政和社会

治理能力，对于增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具

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意义。因此，加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使二者在

相互促进过程中发挥合力作用。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

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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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

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３］。其

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

的核心价值观有相通、相近之处，“我们生而为中

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

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升华”［４］。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

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应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

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

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

生命力和影响力”［４］。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继续发挥积极作

用，就必须能够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为此就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来引领、

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

续发展。一方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价值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

续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方向。另一

方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

社会相协调，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需要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

断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

式，从而不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吸

引力和感召力。

３　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合教育的现实依据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高校的重要责任和任务，这是由高校的社

会作用和社会职责决定的。一方面，高校是国家和

社会进行文化传播传承的主要载体，是国家和社会

促进文化创新发展的主体力量。高校要发挥这种

作用，需要自觉把传播传承文化、创新发展文化作

为重要任务，需要自觉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点工作。另一方

面，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

接班人是高校的社会职责。“青年兴则国家兴，青

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

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

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

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５］。这其中的青年

当然包括高校青年学生，他们学有所成后将走上工

作岗位，成为决定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只

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高校青年学生，才能使他们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促进高校青年学

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能够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体现了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

“因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

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４］。其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使他们增强学习动

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使他们树立马

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增强责任意识和担当精

神，认真学习和积极实践，为将来参加工作、服务人

民、奉献社会奠定基础。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能够使他们做好工作生活准备。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使他们了解和认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了解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的思想体系、制度规范、行为模式等，从而为他们将

来更好地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促进高校青年学生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能够塑造他们的民族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能使他们认知认同中华民族精神，从而能自觉维

护民族的利益、尊严和荣誉等，自觉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其次，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能够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教育能够使他们认识认同并继

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从而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道

德修养，成为讲道德、尊道德和守道德的人。再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够涵养他们的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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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人文精神、人生智慧、

文学艺术等对于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陶冶他们的

审美情操，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具有重要意义。

高校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重点工作，并把二者融合起

来，使二者在相互促进过程中发挥合力作用。高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为基础，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资源，

通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应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为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来引领、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促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此，

高校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应避免片面化倾向，或者强

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而轻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致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缺少资源

而贫乏无力；或者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而轻

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致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失去导向而迷茫松散。

４　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合教育的实现路径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

见》和《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就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理念、方

式、方法，对高校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高校

结合实际贯彻落实这两个文件精神，在实施融合教

育过程中需要统筹协调做好四项重点工作。

第一，明确目标内容。高校明确融合教育的目

的和目标，并据此设计出结构合理、重点突出、难易

适中的内容体系，这是进行融合教育的前提。首

先，要突出针对性。既要针对高校的教育特点、专

业特点、类型特点，也要针对青年学生的思想特点、

思想实际、思想需求，如医学类高校应根据自己的

专业特点和自身学生需求等设计适合自己的融合

教育内容。其次，要突出思想性。思想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依

托，两者融合教育要以思想内容为重点和抓手，才

能深刻而避免娱乐化、庸俗化。再次，要突出价值

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

大精深，两者融合教育应选取既有社会价值也有个

体价值的内容作为教育重点，才能够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和提升学生学习效果。

第二，创新多种方式。创新多种教育方式是进

行融合教育的基础。首先，课程教学方式。《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

确提出“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

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６］。据此，高校既要开设

专门的必修课、选修课，也要在相关课程中渗透，还

要有效运用微课、慕课等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进行文

化教育。其次，实践教学方式。诵读、展示、表演、

参观、考察等实践教学方式能够让学生在参与中感

受，在探索中学习，从而有效提高文化素养。再次，

文化活动方式。学术讲座、演讲辩论、诗词比赛等

文化活动方式能够开阔学生视野，启发学生思考，

激发学生兴趣，促使学生积极参与文化教育活动。

最后，校园文化方式。运用多种载体媒体，如展板、

广播、报纸、电视、网络等，特别是学生使用最多的

自媒体平台，构建起学生生活的“全时空”文化环

境，使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文化教育。

第三，强化实施管理。加强实施管理是成功进

行融合教育的关键。首先，应科学规划，包括课程

体系与教学进度、教育的方式和方法、教育的载体

和环境、领导组织和保障条件等。其次，应精细组

织，既应配备充足的专业文化教育教师进行教学，

也应提高全体教师的文化素养以在其他课程中渗

透，还应组成专家队伍加强研究提供教育支持。再

次，应全面测评，既应利用考试方式促使学生认知

理论知识，也应利用考察方式促使学生实践体验；

既应注重结果性测评，也应注重过程性测评。最

后，应严格监控，领导者应严格监控整个教育过程，

教育者应严格监控学生学习过程，并根据监控的结

果，分析原因和采取措施，确保实现教育目标和目

的。

第四，落实条件保障。首先，应加强党委领导。

强调各级党委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领导责任，从而高校党委应对

融合教育负领导责任，高校党委应高度认识融合教

育的重要意义，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其次，应完

善相关制度。如教师的选拔与培养制度、学生的学

习与实践制度、教学的评价与监控制度，学校的领

导与管理制度等，只有形成完善的 （下转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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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专任教师的教育与引导。因此，在医学生人

文素质教育中，应注重发挥各门课程任课教师协同

育人作用，共同致力于医学生良好人文素质的培

养、打造与提升。

３．５　国家应重视医学人文一级学科的建设，做好
专任教师的在职培训与学术交流

从国家层面来看，应加强和改进医学生人文教

育，首当其冲的是要在国家学科目录上增加医学人

文的一级学科，以便确立医学人文的学科地位，明

确其培养目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做好医学

人文一级学科建设的各项工作，推进医学人文一级

学科的建设，夯实其学科建设的基础［５］。同时，国

家应重视对医学人文专任教师的在职培训，积极借

助并发挥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伦理学研究会等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作用，切实做好对在职医学人文

有关课程教师的培训，促进其学习、研习新知，改善

知识结构，提高教育教学能力与水平。同时要坚持

请进来、走出去的对策，积极加强与国外相应学术

机构与教育教学机构的国际培训、交流与合作，更

好地推进我国医学人文教育教学的开展。

参考文献：

［１］　中共中央、国务院《“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６
１０／２５／ｃ＿１１１９７８６０２９．ｈｔｍ．２０１６１０２５．

［２］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新华社，２０１７１０２７．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１９ｄａ／２０１７
１０／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１８０５１１３．ｈｔｍ．２０１７１０１８／２０１７１０
２７．

［３］　卢柳衡，邓砚．医学人文教育中医学生学习的改进研
究［Ｊ］．中国继续医学教育，２０１７，９（２）：６５６７．

［４］　陈娟．我国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研究的现状和发展
方向［Ｊ］．经营管理者，２０１７（１）：３６３３６４．

［５］　张威，孙宏亮．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研究的现状及走
向近十年医学人文教育研究综述［Ｊ］．医学与哲学
（Ａ），２０１７，３８（７）：５２５４．

［６］　陈默．当前中国医学人文教育的困境与出路［Ｊ］．医
学教育研究与实践，２０１７，２５（３）：４５４４５６．

［７］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
科目录（２０１１年）》．［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ｏｌｄ．ｍｏｅ．ｇｏｖ．
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ｍｏｅ ＿ ８３４／
２０１１０４／１１６４３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３０８／２０１１０４１１．

［８］　陈飞．医学教育中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整合［Ｊ］．教
育评论，２０１０（５）：９４９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００９）
（本文编辑：甘慧敏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

（上接第２８页）制度，才能保证融合教育工作的规
范化、长期化。再次，应提供物质保证。高校应在

场所、设施、资金等方面提供充分的支持，保证融合

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有效完成。

总之，高校要实现社会职责和发挥社会作用，

把学生培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

播传承和创新发展，就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合起来，使两者相

互促进共同作用，并且通过多种路径措施不断提高

融合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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