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将国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涉及为什么融入、融入什

么、如何融入等问题，这关系到教学方法和教学理论的创新

与实践。

2 为什么要将国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

2.1 习近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强调国学的时代价

值

陈独秀激烈否定，毛泽东批判继承，邓小平改造利用，江

泽民、胡锦涛继承弘扬，习近平高度评价寄予厚望[1]。习近平将

实现中国梦、培育弘扬建设核心价值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

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与国学、中华传统美德有机融合在一起，系统地建

构了传统文化观。对于国学，要立足于时代背景、彰显其当代

价值、强调其思想意蕴、指明其现实策略，其价值还可以增强

民族团结、战胜困难、构建和谐关系。社会道德建设强调仁爱、

道义、谦让、诚信；政治哲学的精华为和为贵、和而不同、中庸、

平衡、适度[2]。

2.2 国学与高校思政课融合具有必要性

开展国学教育是实现中国梦的动力源泉，是培育民族精

神的题中应有之意，是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坚实基础，是增强文

化认同的必要举措，是培养文化自信心的重要途径，是传承创

新传统文化的内在动力，是推进文化繁荣的现实需要，是培育

高素质人才的当然要求，是继承发扬传统美德的必然要求，是

提高学生素质的必要手段，是提升民族整体素质的客观需要[3]。

从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学生实际和学校层面等几个方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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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都需要与思政课相融合。国学教育与思政课教育相结合

是内在要求：弘扬国学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弘扬国

学有助于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弘扬国学有助于通

过经典阅读、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将思政课引向深入[4]。

3 将国学的哪些内容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

3.1 融入国学的核心概念

道与德是国学两个核心概念，明道与修德贯穿国学演进

全过程。明道重客观认知，修德重主观完善。道与德从客观和

主观、认知与实践、思维与行动等不同侧面构成了有机整体。

客观与主观是有机统一的，内在与社会是有机统一的，认知与

实践是有机统一的，思维与行动是有机统一的，明道与修德也

是有机统一的[5]。客观与主观相融合，内在与社会相融合，认知

与实践相融合，思维与行动相融合，明道与修德相融合，达到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其中蕴含着以人文本，坚持仁义礼智信，

蕴含着经世致用，坚持法刑医兵佛教，蕴含着世界精神，坚持

兼收并蓄、多元互补。这是国学的特点优势，将尊道贵德并重

的国学基因融汇于高校思政课教学意义重大。

3.2 融入国学的核心价值观

古典核心价值观侧重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知行合一与爱

国主义。近代核心价值观强调以人为本、兼收并蓄与经世致

用。现代核心价值观推崇世界精神、多元互补和天人合一。总

结以上三个阶段，国学核心价值观为：爱国主义、以人为本、天

人合一、世界精神、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兼收并蓄、多元互补，

这可以看作是对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概括[6]。

3.3 融入国学的基本精神

国学的基本精神有：政者正也、礼法合治、为政以德、道法

者治的社会治理思想；笃功务实、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学以致

用的执政原则；协和万邦、兼爱非攻、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

会理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格独立、和而不同的人生境

界；忠诚老实、忠贞爱国、言必忠信、行必笃敬的个人美德；刚

健有为、自强不息、革故鼎新、与时偕行的革新思想；厚德载

物、和而不同、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恪尽职守、勤

勉奉公、夙夜在公、艰苦奋斗的政治作风；激浊扬清、反腐倡

廉、清正廉洁、戒奢以俭的廉政思想；重道修德、崇尚仁义、崇

尚礼仪、为国为民的个人修为；光明坦荡、公道正派、讲究信

用、非礼不成的宽广胸怀；注重整体、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注

重思辨的系统思维。应将国学基本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7]。

3.4 融入国学的逻辑体系与核心经典

国学逻辑体系可以看作是由易道儒墨智法兵医佛教构成

的重要脉络。易是国学的总根源，讲天道。《周易》是核心经典，

《易传》是基本经典，其更深远的源头是以《连山易》《归葬易》

《乾坤易》为代表的《古三坟》。道是对易的理论总结，谈道和

德，即天道和地道，因失道而后德。《阴符经》《道德经》是核心

经典。《黄帝四书》《庄子》《列子》是基本经典。诸子百家源于

道，是为道裂为百。儒说人道，讲仁义礼。失德而后仁，孔子重

仁；失仁而后义，孟子尚义；失义而后礼，荀子崇礼。周公是儒

家奠基人。论孟荀是核心经典。三礼学庸孝是基本经典。智讲

人道，尚智，是以失礼而后智。以鬼谷子、黄石公、张良为代表。

《鬼谷子》《素书》是核心经典。法说人道，崇法与刑。失智而后

法，失法而后刑。以管商韩为代表，后者是集大成者。《韩非子》

是核心经典，《管子》《商君书》是基本经典。兵讲人道，失刑而

后兵。以姜尚、孙子、吴子、孙膑为代表。《孙子兵法》是核心经

典，武经七书为基本经典。医讲人道，失兵而后医。《内经》是核

心经典，中医四大经典为基本经典。佛，失医而后佛。《心经》

《金刚经》《坛经》《楞严经》《无量寿经》等是基本经典。教谈教

育，失佛而后教。“三百千弟”为核心经典，“律韵琼龙”为基本

经典[8]。

3.5 融入国学的重要内容

用天下兴亡、国家兴亡、民族兴亡、文化兴亡来培养大学

生的民族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用仁爱共济、立己达人来培育

大学生的感恩互助、回报社会和关爱社会的情感；用自强不

息、修齐治平、孝亲爱国、精忠报国培育大学生的乡土情感和

家国情怀；用独善其身、慎独自省、诚信自律、重义轻利来涵养

大学生的为学做人处事的人格修养；用厚德载物、崇德向善、

正心笃志、崇德弘毅来涵养大学生的人格理想和情操美德；用

仁民爱物、爱人如己、人心和善、安民富民来涵养大学生的亲

民情怀；用内圣外王、天下为公、大同社会、心怀天下涵养大学

生是社会理想和价值理想；用礼敬谦和、遵守规范、举止文明、

仪表堂堂来培育大学生的礼仪教育[9]。

4 如何将国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

4.1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双创”要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传

承与创造的关系，鉴别与扬弃的关系，转化与创新的关系，中

外文化的关系，古今文化的关系，本来与外来的关系，过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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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关系，传统思想与传统美德的关系。要坚持继承与发展

相结合，传承与创造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转化与创新

相结合，鉴别与扬弃相结合，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相结合，古

典文化与现代精神相结合，古典思想与传统美德相结合。提炼

国学核心概念，构建国学传承体系，实现理实转化[10]。

4.2 构建国学传承体系

国学传承体系是开放复杂的系统。如果与现代学科门类

相对应，多要素可以看作是哲经法教文史理工农医军管文艺

等十三大门类的要素群。如果与国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相统

一的视角看，所谓的多要素可以看作是由“易、道、儒、墨、智、

法、兵、医、佛、教”等十大要素群所组成，每个要素内部又由众

多的要素组成。多层次也可以根据硬核保护带理论进行构建，

例如，“儒”就是以“论孟荀”为核心经典，体现了“孔孟荀”等先

秦大儒的思想；以“三礼”“学庸孝”为基本经典，对“孔孟荀”思

想进行发挥和补充的重要经典著作。

4.3 用国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后者是前者

的精髓、灵魂；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源泉。二者相互支持、有机

融合。前者是后者的源头活水、肥沃土壤、思想资源，也蕴含着

后者的精神要素。后者是前者的创造性转化和超越性升华。实

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就要坚持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

性、主导性与多样性三对矛盾的辩证统一，实现后者对前者的

升华与超越。

关于如何培育践行？从前者的道德理念汲取养分，不断丰

富后者的内涵，有效地培育和践行后者。依托前者涵养后者，

需夯实育人基础，搭建实践平台，开辟舆论渠道，营造社会环

境，发挥资源的独特功能。培育践行后者既要传承和弘扬前

者，促进前者的当代发展，创造新型态、达到新辉煌、开拓新境

界、展现新水平。习近平强调培育和弘扬后者必须立足前者，

吸收前者的营养；使前者成为重要源泉，为后者提供丰厚滋

养。

4.4 坚持将国学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基本原则

将国学与革命传统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将思想引领与

问题导向和成才服务结合起来；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和社

会实践结合起来；将理论教学与典籍学习和技艺提升结合起

来；将道德修养与知识汲取和文化传承结合起来；将学校与家

庭和社会三种教育结合起来；将经典传承与创新发展和创造

转化结合起来；将国学普及与国学传播和国学应用结合起来；

将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

4.5 拓展国学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实践途径

以融入课堂教学与思政课教学为基础，完善国学课程体

系，使国学进教材、进课堂；以社会实践和党团活动为重点，改

进教学模式和方法，培养传统美德，强化素质教育；以网络环

境和校园文化为抓手，加强国学宣传，发挥校园文化优势，营

造良好国学氛围；以强化组织领导与内外合力为保障，提升教

师国学知识和素养，营造良好环境氛围。

5 结语

将国学融入高校思政课涉及为什么融入、融入什么、如何

融入等问题。关于为什么融入，国学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认知与时俱进，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强调其

重要价值，国学与高校思政课融合具有必要性。关于融入什

么，要融入国学的核心概念、核心价值观、基本精神、逻辑体

系、核心经典和重要内容。关于如何融入，要开展“两创”，构建

国学传承体系，弘扬核心价值观，坚持基本原则，拓展实践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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