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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优秀传统文化在提升人文素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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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前,随着社会上各种形式“国学热”的出现,传统文

化及其教育问题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党的十九大提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这表明,需加强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已经在全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支持,可提升人文

素养,为服务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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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青少年来看,他们中的“洋风洋气”已经十分盛行,他
们崇尚圣诞节、感恩节等西方节日,痴迷于西方的影视剧、动画

片、肯德基、麦当劳,却对中国优秀传统的节日、艺术、饮食文化

反映不强烈。这就要求加强国人尤其是大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保持民族的文化主体意识。
目前优秀传统文化对高职院校和高校具有一定的研究指导

意义,可在此基础上提升人文素养,努力为服务经济文化强省建

设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

1 教师加强自身传统文化知识的积累
教师须认真钻研教材,通过各种教研活动进行讨论,充分领

略教材的精髓
 

,时刻关注时政,让优秀传统文化课讲出新意,从
而去感化和熏陶学生。而且还要阅读相关书籍,如《诗经》、《论
语》、《史记》、《汉书》、《孔子》、《老子》、《庄子》等。教师须认真钻

研教材,通过各种教研活动进行讨论,充分领略教材的精髓
 

,时
刻关注时政,让传统文化课讲出新意,从而去感化和熏陶学生。
而且还要定期地

 

、有计划地储备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阅读相关书

籍,如《诗经》、《礼记》、《论语》、《史记》、《汉书》、《孔子》、《老子》、
《庄子》等,不断提升传统文化素养。

2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积极性
①精选素材,营造具有传统文化氛围的课堂。例如教师开

辟传统节日专栏,讲解传统节日的来历;教师主办政治月报或周

报,开辟儒家、道家等各家专栏轮流刊登,讲解各家知识,让学生

进行短评;开辟传统节日专栏,讲解传统节日的来历;教室张贴

一些哲理名言、励志诗句、历史典故;组织学生欣赏传统文化影

片和系列片。例如《孔子》、《三国演义》部分片段等。让学生亲

身体会、感悟,并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

②立足教材,挖掘课本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教材是教

育者进行教育的重要工具,我们必须要深入钻研教材,依据教材

进行必要的延伸与补充。例如我院的校本教材《语文》其中的

《对话圣人》篇章,从八大方面分别诠释了圣人的勤学观、孝悌

观、诚信观、交友观、人生观、仁义观、君子观、职场观,能够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教育者进行传统文

化教育的优秀素材。

③勇于放手,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传统文化分为哲

学、伦理、宗教、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八类。有限的课

堂无法教给学生无限的知识。树立自主学习的意识,让学生在

生活与学习中自我学习、自我收获。例如,在讲“世界文化的多

样性”时,可以课前让学生去图书馆查找资料。上课时让学生以

各种形式向大家介绍,可以写评论,也可以用幻灯片,还可以做

专题,并且给与鼓励和奖励,增强学生的成就感,让学生体验到

自主学习的乐趣与奥妙。

④积极实践,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校本教材每一单元都

设计了综合探究。在将要出版的校本教材《人文素质教育》中第

三单元的课堂实践,请家乡是曲阜、邹城、滕州等地的同学介绍

孔子、孟子、墨子等诸子百家名人故里的文化古迹和他们的思想

影响,为自己的家乡做宣传。利用周末去曲阜或邹城旅游,可以

拍摄照片作为纪念。在课堂上介绍孔子或孟子故里的历史名胜

和他们的思想影响;或者发在微博和微信上,让更多的人分享你

的见闻。基于此,我们可以开展专题或研究型课堂,结合学生的

价值观进行讨论,让学生在生活与学习中深深感悟到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所在。

⑥形式多变,宣传传统文化形式多样化。学院要根据学生

不同的年龄阶段、院系特色,开展有针对性的文化宣传活动,把
传统文化教育融入生活;在选修课的开设上既要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又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例如开设《文物精品与文化中

国》课程,以实物展示的形式来讲述传统文化,让学生对于传统

文化的认识更加物象化;开展弘扬传统文化的社团活动,例如,
诗歌创作、吟诵经典、知识竞赛、书法比赛、武术歌舞,让传统文

化广泛传播;我院食堂开展的餐饮文化节,八大菜系、茶艺茶道,
也丰富了学生的文化感知度。

⑦“非遗大课堂”,宣扬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在端午

节,可举办粽子比赛、旱地划龙舟、传统剪纸、服饰走秀、中华酒

文化介绍、茶艺表演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来充分展示优秀传统文

化的魅力。作为一名大学生,该如何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呢?
 

笔者认为应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并在校

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将我们的优

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提升人文素养。
(1)以经典诵读为先导

学院要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分别布置经典诵读

内容。我院现已开展《传统文化》课程,学习《弟子规》、《论语》、
《三字经》等

 

,同时可选择《唐诗》、《宋词》,
 

利用每天的晨读时

间,饱览古今传统经典,阐述表达现实意义。
(2)以校园环境建设为导向

学校不仅在理论上给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传统文化教材及

图书,同时,也注重校园环境的建设及传统氛围的营造。院校舍

建筑、场地设备、花草树木、路标、文化传播设施、人文景观等等,
处处彰显传统文化特色。

(3)以校园文化建设为基础
 

学院办学思想的各项规章制度,不仅保证学院教育教学正

常运转,更使整个学院成为“一部立体的多色彩的富有吸引力的

教科书”,培养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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