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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历代学者大家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从而传承至今的产物，把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高中德育课

程中，发挥了以优秀的文化鼓舞人的作用，是每一位青年学

生都应该去学习和传承的精神财富。普通中等教育的全面和

谐发展是国家繁荣昌盛的根本性要求，具体到每位即将成年

的高中学生层面，即要他们兼修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在人

文素养的陶冶下，扎实学好文化知识，养成勇敢坚毅、不懈

进取、团结合作的精神品质，从而在往后的生活中创造丰富

的物质精神财富，为自己的终身幸福生活以及国家的发展进

步而做好准备。

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历经岁月的洗礼所留存的优秀

文化是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去了解、认识、欣赏和传承的。

百度百科上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灿烂辉煌的大家思想、

体系庞大且完整的文字、丰富多彩的语言、强身健体的武术、

婉转多情的曲艺、运筹帷幄的棋类和独具一格的民俗等。中

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体现的是劳动人民对它

的传承和创新。高中学生是国家培育的高素质储备人才，因

此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其内在根本的要求 [1]。

普通中等教育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所培养的高素质预

备人才，是将要从事社会各个行业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因

此，扎实的文化课知识和深厚文化历史熏陶可以使学生在掌

握必要文化课程的前提下，通过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提高个

人素质，使学生成为一个有着良好道德品质和诚实敬、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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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苦、勇于克服困难的高素质的现代社会建设者和劳动者。

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德育课程的号召下，具体实践策略

如下。

德育课程不仅指的是高中正式的政治课程，还包括班

主任兼德育教师的日常德育教学。因此，所谓优秀传统文化

进入德育课程要从两方面抓起。一方面，在高中政治课教学

中，普遍存在优秀传统文化比重少的情况，因此政治课教师

应该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入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做到在政

治教学情境中恰到好处地运用教学素材，以优秀的传统文化

涤荡个体情怀，从而教学育人。另一方面，在班主任日常班

级管理中，也当注重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教育管理中，

引经据典、借古讽今等。以优秀传统文化中吃苦耐劳的精神

来鼓励高中学生的精神面貌，以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为国为民

来启迪高中生的人生理想 [2]。

为了把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德育教学，就需要把德育

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合理配比，把优秀传统文化切实安排在

德育课程的教学内容中。但考虑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

十分丰富，为巩固文化历史根基，相关德育教师可据此设计

校本课程，结合学校所在的地区，以当地的风土民情、历史

文化以及学生的发展情况为依据，因地制宜的设计校本课

程；收集当地优秀的传统文化。例如，两汉三国的汉中，可

以利用三国文化为主要特色来制定校本课程。武侯祠的旱莲

古树下，多少荡气回肠的英雄旧事。汉台区的拜将台上，韩

信接过帅印的豪情万丈……对德育教师作相关的教学指导，

让教师首先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甚至安排大型的传统

文化节日，鼓励学生参与并计入学生的在校成绩。

我们了解到，高中学习多是面对着升学的现实需要，

很多人都想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可是实际行动却迟缓怠

慢。对于这样的现实情况，适合安排在高中德育教学中的便

有一些典故。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愚

公移山”的启发意义，愚公家外有太行王屋两座大山阻断了

内外交流的路，愚公就带着家人去挖，用簸箕来回搬运，十

分辛苦。智叟就觉得十分荒唐可笑，因为他看见愚公在做一

件不可能的事。愚公的回答就耐人寻味了——我子子孙孙无

穷尽也！我们若是粗心，可能会误以为愚公挖不动了就靠儿

子，儿子接班两天也挖不动了就靠孙子，这样的“无穷尽”。

实则寓言故事中的愚公，是自己移山至死，再把事业传给儿

子，儿子至死方传孙子，然后子孙代代无穷尽，总会有把山

移走从此改变家族命运的那天。在我们今天网上有个很火的

段子，即父母没有完成自己命运接力，就生个儿女，逼着他

们去考试、去比赛、去升学，从此不再提升自我。那么。试

问这样家庭环境长大的孩子，成年后会不会也这样想：生个

儿子，让他去努力吧。这样的“无穷尽”，何时是个头呢？

高中阶段的学习亦苦亦累，因此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

教学的实践中，我们不仅需要面对正式政治课程中对该内容

的必要要求，还需要在班主任日常的班级管理中，对学生的

学习氛围、精神风貌进行塑造。把文化经典融入高中课堂是

对学生的再教育。

所谓的“化育知行”是说，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关键

在于加强认知教育。教师要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在

此依然以“愚公移山”为例。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有一个主

线便是“家国文化”，我们要通过自己勤劳的手使自己过上

比父辈还好的幸福生活，至少摆在愚公孙子面前的山要小于

摆在愚公儿子面前的，愚公孙子所看到的希望是大于愚公儿

子所看到的，这就是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我们的精神力量。其

次在社会层面，个人事业的选择应该为服务社会所准备，与

时下的“中国梦”相契合。

为了使文化素养课程中的优秀传统文化被大多数学生

所喜闻乐见，应当在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的指导

下，把影响学生生活作为教育的最终目标。陶行知认为生活

就是教育，教育内容要贴合学生实际生活的需要。例如，上

文对“愚公移山”的再思考，当下的高中学生面对高考的现

实需要下，成人世界的苦乐往往不同于学生时代，要如何为

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奋斗，值得每一位学生认真思考和实践 [3]。

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生活距离较远，因此慢节奏

的传统文化跟不上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这是文化传承过程中

必须正视的客观因素。对于高中学生而言，传承优秀的传统

文化，需要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要理性看待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是封建迷信，

不是落后腐败，而是历史的积淀，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形

成的。

第二，要根据时代发展需要，适时“取其精华”。

第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要从青年学生做起，早早打

好基础，培养文化情感。

（下转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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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气，用激情和教学去感染学生，从而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催

化剂。

总而言之，作为教师，除了过硬的教学水平、知识技

能，其本身的个性心理特征则会不断地在隐性课程中影响青

少年的发展，成为其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作为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社会，我们本该容下更

多的文化，更多的审美方式，更多的新思想。而我们对青少

年阳刚之气的探讨，本质上也是担忧他们不能明辨优劣，而

导致失去了血性，丢掉了责任，放弃了向上向善向美的浩然

正气，却染上了精神上的迷茫，性格上的软弱，我们担忧的

正是如此，也是我们一而再地呼唤阳刚之气的原因。

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阳刚之气内涵丰富，

其中众多品质的培养，都离不开体育，这是由体育本身的特

性决定的。在育人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以体育使人身心强健，

蓬勃向上。同样，我们还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三合力，对

青少年共同培养。体育老师在其中更是要承担艰巨的责任，

需要挖掘体育的精神要素，改进教学方式，丰富课程内容，

提升教学理念，更要在课程中“加刚”，加大相应的训练强度。

最终把好关口，设立严格的考核制度，杜绝体育课出现所谓

的“放羊式教学”，对各个方面都需要不断地提高要求 [10]。

对青少年的阳刚之气的培养，这对我们这个快速发展的民族

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对组织者和广大青少年而言，切莫不能

贪图眼前的安逸，要以青少年的发展为中心，重塑青少年的

阳刚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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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要构建科学的传承机制，有教师、有资源、有课程、

有方法。

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德育课堂是对学生人文素养

的再教育，高中学生多抱着“高考改变命运”，如同一座座

“王屋太行山”，因其各自的差异或大或小，要怎么通过读

书和奋斗来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甚至是改变自己的命运，都

可以从中得到启示。作为德育教师，也应该竭尽自己的努力，

为学生的阶段性成长需要探索出科学合理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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