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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学文化作为陕西地区重要的传统文化资源，其所蕴含的使命和担当精神、和合精神、“笃行践履”的实践精神等，为思政
课堂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和教育资源。在对关学文化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行挖掘和转化的基础上，从“书生艺器”四个活动入手，
通过书院再现、谈笑风生、才艺纷呈及怀才抱器四个环节，探索关学文化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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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指出其是中华
民族的文化根脉，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意义重大。
关学文化作为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核心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
内核，具有深刻思想政治教育意义，能为思政课堂提供丰富文化
资源。将关学文化融入思政课堂，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关学文化，
丰富思政课堂资源，创新思政课堂形式。

一、挖掘：关学文化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作为宋明儒学在关中地区的发展，张载及其关学思想体系庞

大、影响深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这短短四句话，不仅是关学思想的核心，还影响着
一代又一代哲学文人肩负社会使命、涵养自身品德。关学文化所
体现的使命与担当意识、和合精神、务实精神等，蕴含丰富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是传统文化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重要突
破口。

（一）“立心立命”的使命与担当精神
张载的横渠四句具有深刻的哲学、社会和价值内涵。“为天

地立心”，天地生养万物却无心，人有心且能体恤天地仁爱之德，
所以“立心”就是树立善的道德本心，继承天地仁爱，成为有道
德之人，这体现了儒学者崇高的精神追求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为
生民立命”，张载继承并创新孟子的“立命”学说，强调“立命”
主体不仅是君子士人，更要为社会大众确立正确的道德价值方向
和生命意义选择。在此基础上，张载希望重建儒学体系，“为往
圣继绝学”，并以儒学思想开辟、维持万世太平的理想社会，“为
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毕生追求，充分彰
显了使命与担当精神。

（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和合精神
张载在《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思

是在天地间，人人都是同胞，万物都是朋友。“民吾同胞”要求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心怀爱人之心，像尊敬长辈、怜爱小孩一样，
将这种爱从个人拓展到社会、国家，实现“天下一家”。“物，
吾与也”强调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张载认为人与万物由“气”聚散形成，虽形态各异但统一于气，
人作为“气化”最高产物，应与万物和谐共生。此外，这种和合
精神还体现在个人内心和谐，顺乎天道，实现内心安宁。

（三）“经世致用，笃行践履”的实践精神
“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贯穿关学文化。张载提出“学贵有

用”，他早年热心谈兵议边，后在范仲淹劝告下专心理学，但始
终关注现实。他主张“道学”与“政术”结合，学者应为天下而学，
还倡导“躬行礼教”，将儒家礼教思想应用于实践，推行德政礼教，
重视道德教育。受其影响，其他关学学者也继承了这种务实之风。
如北宋蓝田四吕修编《吕氏乡约》，以礼成俗；明代吕柟倡导“学
贵于力行而知要”；冯从吾认为知识能运用于实践才是真学问。

（四）“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
关学学者始终将“做学”与“做人”统一，在“躬行礼教”

思想指引下，既追求学问真理，又注重道德人格修养，在实践中

崇尚节操，提升德性修养。张载为官时，因拒绝参与王安石新法，
且其弟与王安石矛盾尖锐，主动辞官回乡治学，展现高尚气节。
此后，明代吕柟、冯从吾等学者弘扬重视道德节操的治学之风并
身体力行；清代李因笃在亡国时坚守民族气节，多次上书拒绝为官，
回家养母；李柏隐居太白山，躬耕田亩、攻读诗书。他们的行为
体现了“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

（五）“以天下为念”的家国情怀
无论是张载的横渠四句，还是“民胞物与”思想，都折射出

关学学者的家国情怀。他们关注国家兴衰、社会疾苦和百姓生活，
如张载“居恒以天下为念”。这种家国情怀体现在他们的思想和
行动中，影响着无数三秦儿女，成为中华民族厚重的底色。

（六）宽厚和平的家风与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乡风
张载的家规家风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他的横

渠四句、“六有”“十戒”等强调对家族子弟进行道德礼仪教育。
《东铭》中强调诚实做人，《西铭》中倡导胸怀博大、孝顺长辈、
慈爱孤弱。张载认为“为家建规尊约章”能构建家国情怀。在他
的影响下，蓝田吕氏四兄弟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村规民
约《吕氏乡约》，提出“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对关中地区民
风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转化：关学文化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内容的匹配
关学文化的核心思想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内容高度匹配。

以大一新生开设的《思想道德与法治》（2023 版）为例，探索各
章节与关学文化的匹配内容，并用思政语言转化。

表：关学文化与《思想道德与法治》内容的匹配

《思想
道德与
法治》
课程内
容

匹配内容 关学表述 释义与拓展

绪论
担当复
兴大
任，成
就时代
新人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
梦；

新时代呼唤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

青年人应有胸怀天下的
勇气和豪气，有青年兴
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
家强的使命感和担当意
识，超越狭隘的小我，
承担历史重任。

第一章
领悟人
生真
谛，把
握人生
方向

个人与社会的辩
证关系；

树立科学高尚的
人生追求，服务
人民，奉献社会；
创造有意义的人

生。

1. 横渠四句
2.“以天下为
一家，以中国
为一人”
3.“关注民生，
以天下为念”

个人只有服务于社会，
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自
身的价值。学生应拓宽
视野，树立高尚的人生
追求，在服务人民、奉
献社会中创造有意义的
人生，培育“以天下为念”

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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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追求远
大理
想，坚
定崇高
信念

坚持个人理想与
社会理想的有机
结合；

心怀“国之大
者”，敢于担当；
自觉躬身实践，
知行合一。

1. 横渠四句
2.“以天下为
一家，以中国
为一人”
3.“经世致用，
笃行践履”
4.“学古力行，
笃志好礼”

个人理想只有在社会的
大舞台中才能真正得以
实现，学生应将小我融
入大我，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实
现自身理想。实现理想
的过程中，应学以致用，
躬行实践，将做学与做
事统一起来，做到知行

合一。

第三章
继承优
良传
统，弘
扬中国
精神

崇尚精神是中华
民族的优秀传
统；

做新时代忠诚的
爱国者；

树立改革创新的
意识。

1.“学古力行，
笃志好礼”；
2.“民胞物与”；
3.“勇于造道”：
学贵心悟，守
旧无功。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
重视道德修养、爱同胞
爱社会爱国家等优良传
统，仁人志士们继承并
发扬这些精神，在历史
积淀中形成了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大学生应继承
这种精神，做一名新时
代忠诚的爱国者。

第四章
明确价
值要
求，践
行价值
准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彰显了人民
至上的价值立
场；

勤学、修德、明
辨、笃实。

1.“关注民生，
以天下为念”；
2.“为生民立
命”；
3.“经世致用，
笃行践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
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
性，它扎根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土壤，从根本
上体现了人民至上，是
“为生民立命”的现实
价值体现。学生在具体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时，应笃行践履，脚
踏实地，落细落小落实。

第五章
遵守道
德规
范，锤
炼道德
品格

社会主义道德以
为人民服务为核

心；
中华传统美德的
基本精神：推崇
仁爱原则，注重
以和为贵；追求
精神境界，向往
理想人格；强调
道德修养，注重
道德践履。

注重家庭、家教、
家风；

锤炼个人品德。

1. 横渠四句；
2.“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
3.“崇尚节操”；
4.“经世致用，
笃行践履”；
5.“六有”“十
戒”等；
6.“崇礼贵德”。

关学文化中很多思想如
关注百姓疾苦、重视同
胞、笃行践履、家规家
风等思想与第五章内容
贴合度非常高。中华传
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
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
道德资源，也是社会主
义道德的根脉。因此，
我们应吸收借鉴优秀传
统道德成果，并自觉投
身到崇德向善的道德实

践中去。

从表中可以看出，关学文化与该课程内容匹配度高，这为关
学文化融入思政课堂提供了突破口。在融入过程中，要以课程内
容为主，关学文化作为辅助材料例证。

三、教学实践：关学文化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的路
径

关学文化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时，要把握好内容主
次，以课程内容为主，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潜移默化地
渗透关学文化。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让学生根据
兴趣爱好和特长参与活动，坚持学生主体性、内容与形式多样性、
结果可考察性原则。基于此，设计“书生艺器”四个环节，分布
在课前、课中和课后。

（一）书：书院再现，故事演绎身临境
书院在关学文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具有自由开放、

聚众授徒的特点，许多关学学者如张载、冯从吾、关中三李等都
有书院讲学学习的经历，为关学思想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平台。

以书院为切入点，开展“书院再现”活动。活动形式是学生

创作剧本并进行故事演绎。活动目的是让学生在剧本创作和表演
过程中体会关学学者的高尚人格和道德节操。活动步骤如下：第
一步，学生搜集资料，选定人物进行初步剧本创作；第二步，教
师把关剧本并提出修改意见，学生完善剧本；第三步，学生选定
角色、准备道具，进行排练；第四步，正式表演并拍摄视频留存。

“书院再现”活动较为复杂，对学生素质要求较高，准备周
期长。因此，鼓励学生自愿报名，吸收有写作能力和表演兴趣的
同学参与。活动结束后，拍摄的视频可在班级间交流讨论，增强
学生的成就感。

（二）生：谈吐生风，关学课堂悟思想
在关学文化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的过程中，学生是

主体。为调动学生积极性，锻炼学生能力，设计“关学小课堂”活动。
活动形式为学生课前进行 5-8 分钟的课堂展示。活动步骤为：学
生课前搜集资料确定主题，形成教案并制作 PPT，最后在课堂上
展示。通过实践，学生不仅了解关学文化，还能体会张载等关学
学者的人格修养和道德情操，同时锻炼语言表达和课堂组织能力。

在实施“关学小课堂”活动时，要注意控制学生展示时长，
避免占用过多课堂时间；把控展示内容，确保紧扣关学主题，教
师可提前审核；展示结束后，教师要进行点评和总结，评价学生
表现，升华展示内容，使其与课堂内容相联系，真正让学生在关
学课堂中领悟思想。

（三）艺：才艺纷呈，多种形式展风采
关学文化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要挖掘学生才能，

发挥学生特长，让学生通过多种形式展示关学文化。活动形式为
学生用绘画、书法、泥塑等擅长的形式展示关学文化要素。活动
目的是发挥学生主体性，创新关学文化融入课堂的形式，增加趣
味性。学生自愿报名，在课堂外创作，最后提交作品。

在“才艺纷呈”活动中，学生参与积极性高，提交了许多具
有陕西地方特色的作品。在征集作品时，要提醒学生标明创作意
图和对展示内容的理解，这有助于关学文化的渗透。此外，要对
优秀作品进行展示和交流，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四）器：怀才抱器，档案评价促提升
在融入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学生当下的参与情况，还要考

察学生参与活动后的收获，让学生真正“怀才抱器”。活动形式
为学生制作个人档案，档案内容包括参与活动的记录（图片、视
频等）以及活动后的总结和感想。活动目的是通过制作档案，让
学生对每次活动有感悟、有总结，促进个人提升。学生每参与一
项活动都要记录，学期末提交。

制作个人档案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和感悟课堂活动及内容。
教师通过学生的档案，可了解学生的活动参与和课堂内容掌握情
况，进行教学反思，改进教学内容和效果。在学生制作档案时，
教师要提供模板，提醒学生留痕、及时总结反思。关学文化融入
课堂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做到知行合一，因此学生在生活中的道
德实践行为也可纳入档案范畴，促进学生在知行合一中不断提升。

关学文化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的路径是多样的。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授课学生的地域、专业、特长等因素，
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真正参与进来，才能取得良
好的教学效果。教师还应不断探索更多融合路径，发挥关学文化
的思政育人功能，培养具有“立心立命”意识的当代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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