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以“国学”为学校特色的凝练与发展
廖颖媚

（覃塘区三里镇石社小学，广西 贵港 537100）

摘要：对“国学”走进小学课堂的有效性研究，成了我校的特色与发展。国学经典知识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小学阶段进

行国学教育对学生起到一个启迪作用。以“国学”为学校特色有利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提高教师与学生的文学修养。

在当下，学校对国学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教学内容的不断丰富完善，更加要求我们加强学校“国学”特色发展的建设。不仅要充

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作用，还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同时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并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氛围充盈

整个校园，促进国学教育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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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学校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情况及周围环境的影响，

会形成自身特色。以“国学”为学校特色发展有利于弘扬和继承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帮助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

营造良好的国学文化修养环境。当前，国学教育深受学校的重视，

以“国学”为学校特色发展，本文从课堂、教师、校园文化、实

践活动等四个方面探索其实施途径，并作用于学校教育的特色建

设，以提高教育教学效率，促进教师和学生成长。

一、以“国学”为学校特色的凝练与发展概述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1. 国学

国学，顾名思义就是国家之学，国人之学，是区别于西学的

一个说法。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 1906 年撰文说：“国学者何？

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

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有的国

学说法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

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

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要弘扬国学知识就需要进行国

学教育，在教育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国学教育

国学教育主要是指以中国古典典籍为载体，表达中华民族传

统社会价值观和道德伦理观的学术体系。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

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

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于今而言，

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开展国学教育，以“国学”为学校特色，能够积极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能够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

（二）以“国学”为学校特色的意义

1. 有利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国学教育主要以我们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国学经典为主进行教

育，教育过程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过程。首先，学

校以“国学”作为学校的发展特色，是学校的一个发展方向，较

为重视将国学教育穿插在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在发展目标中树

立了相应的教育教学目标，并提供一个较好的教育教学环境，因

此学校的学习和教学氛围紧紧围绕着国学教育，为继承和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并将国学知识引用到其他科

目的教学内容当中，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充足

的条件。其次，教材的选取在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选取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国学经典，让学生在每个发展阶段都能够

认识学习到国学经典部分内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一定的认

知，进而激发学生对其他国学内容学习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有效

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最后，学校的发展是长期的，

以“国学”为学校特色促使在将来的发展过程中，学校积极传播

传统文化知识，教育工作者深入探究国学知识的重要性，进而培

养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对学校，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和弘扬具有非凡的意义。

2. 有利于提高教师与学生的文学修养

以“国学”为学校特色，在教育过程中对教育工作者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教师在实施教育活动过程中，不仅需要深入学习相

关传统文化知识，而且更加注重道德品质的修养。首先国学教育

的内容与其他科目稍有不同，其范围较广泛，这就要求教育者要

深入学习并自觉拓宽自身的知识领域。其次学习国学相关知识的

方法不一，教育工作者要能够寻找到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帮

助学生较为容易的接受和学习知识，对教师的工作经验有较大的

挑战。因此开展国学教育，以“国学”为学校特色，有利于拓宽

教师的知识领域，提高教师的文学修养，能够增强自身的国学知

识底蕴，课程的设计能力、教学组织的能力都有显著提高。开展

国学教育活动，对学生而言也具有重要意义。学生在接受教育过

程中，不仅能够学习传统文化知识，了解了国学经典内容，而且

在日常生活中开始注意自身言行的不正当之处，并积极改正，逐

渐学会明辨是非并有自己的观点看法。在这过程当中，学生的文

学修养和学习能力逐步提高，其行为习惯和道德修养获得了较大

的提升。

二、小学教育中“国学教育”的现状
（一）学校对国学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

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指出 : 要分

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当中。[] 国学教育能够较好地培育学生

的爱国情怀，深刻感受民族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

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注重爱国意识的培育，因此在这一背

景下，小学学校对国学教育越来越重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教学课程的安排。学校课程安排当中，国学教育课程也成为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校本课程还是地方课程，都安排有相

应的国学课程。此外，国学教育也渗透到各科教育过程当中，尤

其在语文教育过程中更加注重突出国学知识的教育。第二教师队

伍的培养。在小学教育阶段正处于学生的启蒙教育时期，是对知

识一个基础学习过程，在学生发展阶段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学习

国学知识需要有专业的教师带领，为学生的人生打下扎实的基础。

学校不仅牢牢抓住教师队伍的建设，还聘用专业的教师进行教学，

高度重视国学教育的有效进行。第三，实践活动的开展。小学生

较为活泼好动，其好奇心强，乐于参与各式各样的活动。基于学

生这些特点，学校积极开展实践活动，比如国学知识竞赛，经典

文化书法比赛和经典手抄报比赛，国学班级文化评比，国学文艺

汇演，经典朗诵等，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提高了学

生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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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丰富多样

国学包含的内容是博大深远的，在小学教育阶段国学教育教

学内容是依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学习能力，接受能力等方面

进行选取的。在进行国学教育的过程中，一直以国学经典知识为

主流展开教学，例如儒学文化知识，孔子思想，唐诗宋词等。在

这过程当中注重通过学生的听和看进行教学，较为明显的教学方

式采取诵读或者背诵。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指引下，国学教育的教学范围不断得以拓宽，学校关于国

学教学内容除了选取经典国学知识外，还可以选取传统礼仪知识、

传统书法知识、绘画知识、乐曲知识、历史故事等等，其课堂教

学内容为理论知识，在课外还有实践环节，带领学生学习“六艺”

的相关内容，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因此，在当前随着学校教学

设备的改进和完善，小学阶段实施国学教育其教学内容丰富多样，

有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加强学校“国学”特色发展的做法
（一）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作用

课堂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加强学校“国学”特色发展

必须要充分发挥课堂的教学作用。首先，保证安排充足的课时量。

国学知识的学习和理解需要较长的时间，学校安排充足的课时量

既能够保证教学活动有效进行，又可以保证完成教学目标。可以

适当安排一周一至三节课，或者每个月在固定的时间安排足够的

课时等，还可以开展国学大讲堂，每个月组织一次公开课展示活

动，充分把握好每一堂课。其次，合理选取教学内容。学生在不

同阶段的学习和接受能力不同，因此教学内容的选取要符合学生

的发展规律，还要符合国家相对于的课程标准。比如在小学最初

阶段选取一年级以《三字经》、二年级以《弟子规》、三年级以《声

律启蒙》、四年级以《论语》、五年级以《孟子》、六年级以《中庸》

等内容，由浅到深慢慢过渡。最后，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展

开教学。在课堂中，集中学生的注意力非常重要，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选择有趣生动的教学方法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例如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适当播放音频或者短视频，

安排小组活动等。

（二）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进行国学教育离不开教育者，教育工作者既是教学活动的组

织者和实施者，又是学生成长道路上的指引者和帮助者，因此加

强学校“国学”特色发展需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首先要加强

教师师德师风的建设。定期对教师的业务能力进行培养、检查和

监督，按时完成政治学习任务，鼓励教师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加强

自我文化建设和自我思想改造，注意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严于律己，

以文明的言行举动做学生学习的榜样。其次，教师要不断提高自

身教育教学水平。每个教师都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信念，在日常

教学过程中做到认真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个知识点，积累各

种各样的教学方法，积极参与听课、评课活动等，有计划地安排

好每个阶段学习的内容，树立好自身发展目标。最后，健全教师

考核评价制度，评判自身其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是否扎实，文化

修养有无提升，思想上是否与时俱进等，保证其教学质量。通过

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能够保证教师队伍的专业性，对国学知识

的讲解全面到位，帮助学生全面的了解国学知识。

（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学校作为教育的主要场所，其校园文化的建设充分反映了学

校的校风、学风。在确定了国学成为学校特色之后，我校重新修

订了学校的“三风”，同时加强了学校“国学”特色发展校容校

貌建设。首先，积极利用学校教学楼，休闲空间等。一在教学楼，

首先每个班级的橱窗、门前展示牌、室内展板、后墙板报等都安

排国学知识内容，例如好书推荐、我的名言、海报或者标语或者

横幅的内容既可以有人物介绍，还可以有古诗词等；在板报栏目

设计专门板块展示班级所喜爱的国学知识内容。其次在走廊、楼

梯等空间，设计每个楼层对应不同的栏目，既有文学常识的介绍，

又有国学经典故事，还有趣味成语、短语或者文字解析等。二在

休闲场所，例如操场、食堂等空间，绘画有相应的图案，例如操

场上奔跑的图案，伙伴手牵着手的图案，食堂珍惜粮食，杜绝浪

费的图案等。还有积极弘扬传统美德的海报或者横幅宣传。例如

在比赛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面对粮食我们要勤俭节约，不浪

费食物，做到“光盘”行动等等。三在大面积集中的空间，例如

校园的围墙，教学楼的墙面还有厕所的墙面，我们都可以将墙壁

设计为“国学墙”。在墙壁上选取古诗词内容，选取有趣的国学

经典故事等，绘画出相应的景色，相关的人物等等，让学校每一

堵墙壁都在“说话”。让学生直观的感受和了解国学文化知识。

校园文化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方面，例如节假日的宣传，校园文化

活动的开展等等，这些都可以有效传播国学文化知识。

（四）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加强学校“国学”特色发展，不仅需要学习理论知识，还需

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国学文化的魅力。

首先要积极开展比赛活动。比如每个学期都应该开展国学知识大

赛，既有班级团队赛又有个人赛等，较大程度上为学生提供一个

机会展示学习成果；还有开展班级以及校级好书推荐、绘本、手

抄报比赛，将优秀作品在国学文化长廊展出，有利于班级之间、

学生之间互相学习，不断进步。其次要积极利用节假日开展活动。

我们国家的节假日既包含了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知识，又包括了新

颖的节日文化，因此利用节假日开展国学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例

如在“六一”儿童节除了舞蹈、合唱外，每班还要安排一个集体

经典诵读节目；“国庆节”举行经典传唱、戏曲表演；“元旦”

举行国学操比赛、古诗词抢答赛等各种游园活动。让学生在轻松

愉快的一个氛围中感受国学文化并加深对国学知识的理解。最后

在条件的允许下进行兴趣班教学。兴趣班包括对书法、对绘画、

对舞蹈、对手工、田径等等的学习。学生依据个人喜好选择其学

习内容，并在最后阶段进行个人学习成果展示。通过兴趣班的学习，

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在学习国学知识的

过程中，我们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知识的学习不仅仅在课堂中进

行，还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进行，其学习方式方法多种多样，

我们要利用好这些学习渠道努力学习知识，增强个人本领。

以“国学”为学校的一个特色发展，不仅能够培养学生高尚

的道德情操，还能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提高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

而且帮助学生感受到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魅力，增强

其民族文化自信，树立正确的爱国意识。国学教育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我们要跟紧时代步伐，及时更新教育内容，运用先进的教

学方法和手段推动学校“国学”特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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