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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家风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学研究
韩　笑

（茅台学院 马克思主义教学部，贵州 仁怀 564500）

摘要：优良家风融入本科院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不仅是

传承优良家风精神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坚持思政教育守正创新、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迫切需求。优良家风教育与思想道德与

法治课程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但目前两者的融合教育尚存在一些

不足，主要包括缺乏行之有效的融通路径、高校对优良家风建设

传承重视度不足等，使得优良家风教育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价值。

对此，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师要注重积极探索融通路径，

通过丰富课程内容、整合教育资源、组织实践教学等方式，推动

优良家风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深度融合，为高校思政教育改

革提供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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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家风教育是帮助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思想观念、塑造健

全人格的重要途径，高校思政课是坚定青年大学生理想信念、培

养大学生道德规范的重要渠道，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关联与相互贯

通的关系，共同肩负着培养时代新人的重要责任。对此，思政课

教师要注重将优良家风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有效创新高校教育模

式，通过多样化教学路径提升学生综合素养，为学生能力发展奠

定良好基础。基于此，本文针对优良家风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

课程的教学路径进行分析，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

一、优良家风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内在逻辑关联

（一）优良家风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育内容具有贯通

性

优良家风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沉积的文化精髓，

思政课程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途径，两者在教育内容方

面具有贯通性。思政课教学内容是教育者根据社会要求与教育需

求所设置的具有价值引导性的教育资源，主要包括人生观教育、

政治观教育与道德观教育等，注重推动学生全面发展。我国在历

史发展注重对优良家风的传承，而优良家风内容则涵盖了人生观、

政治观与道德观等内容，与高校思政教育教学内容相契合。比如

人生观教育，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告诫子孙要尊重珍惜生命，

但不能苟且偷生，君子可以因为忠孝仁义的事情被陷害与获罪，

为了保全国家与家族而舍弃生命，但不能为了追求欲望的满足而

致死。这些内容反映了优良家风教育中的人生观教育。比如政治

观教育，古代经典家训大多涉及忠君报国、勤政爱民等内容，丁

宝桢的“一旦蒙恩受命时，不负朝廷不负家”的家训等，这些是

古代政治学家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能够对高校政治观教育提供

有效参考。

（二）优良家风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具有目标同向性

优良家风教育是针对家族或家庭成员的教育，高校思政课教

学注重以家庭教育为根基，面向在校大学生实施延续于家庭的教

育，两者均针对某一时间段“现实的人”进行教育，有着共同的

价值目标，即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优秀接班人。从优良家风教育角度分析，历代圣贤在教育子女中

注重培养子孙后代追求真善美的人格品质，比如陈继儒认为善行

是人生的必修课程，并在家训中告诫子孙后代要行善积福、修德

向贤。个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与优良品格，对其个人发展具有

重要积极作用。古代圣贤注重对孙后代个人品格的培养，注重通

过家教家风期望后代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一教育目标与高校

思政教育相契合，高校思政教育注重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才。

除此之外，优良家风教育与高校思政教育共同注重培养受教育者

的社会责任感，比如张之洞提出了“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

的家训来告诫自己的儿子，并将其作为子孙的行为准则，告诫他

们要遵守家法家规，用自己的行动与意识报效国家。由此可以看

出古代家风教育中对维护国家稳定的意识，这些与高校思政教育

中注重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契合。

二、优良家风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现实困境

（一）家庭教育与高校教育融合度不足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得到不断完善。在新时代环

境下，大多数大学生的父母长期打工上班，与家庭成员之间的交

流较少，使得家庭教育与家风传承逐渐势弱。传统教育注重对学

生学科成绩的提升，这就使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更关注学生文

化课与科目考试加分项的学习，反而忽略了对学生思想观念与性

格品质的培养。除此之外，很多家长认为学校教育的任务是课程

教学，认为学生进入大学后，更多的是自我管理与自我教育，进

而忽略了与高校教育的合作，使得家庭教育与高校教育融合度不

足，不利于优良家风教育的有效实施。

（二）高校对优良家风建设传承的重视程度不够

在教育改革工作中，高校要重视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优

良家风建设对落实思政教育具有积极作用，但目前高校对优良家

风建设传承的重视度不足。一方面，高校思政课教学过程中过于

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理论成果的讲述，使得教学内容

过于注重政治性特点，无法凸显文化性特点，传统文化内容占比

较低 另一方面，高校缺少对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形式的更新。在时

代发展过程中，高校要注重结合大学生的思想方式与价值观念创

新优秀文化展示形式，调整优秀文化内容。但目前多数高校并未

结合时代发展与学生需求情况对优秀文化的表现形式进行优化，

使得学生对优良家风内容的学习积极性不高。除此之外，学校缺

少对优良家风实践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对学校与当地优良家风教

育资源的挖掘与利用率不足，使得优良家风教育缺少丰富的平台。

三、优良家风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学路径

（一）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丰富优良家风教育内容

在新时代教育教学中，教师要注重通过优良家风教育体现教

学导向性与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判断，推动学生综合能力发展。思

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是学生接受思想教育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落

实优良家风教育、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对此，教

师要注重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有效丰富优良家风教育针对性内

容。首先，教师要创新课堂教学手段。传统教学方式已经无法满

足学生的能力发展需求，“你讲我听”的教学模式无法充分体现

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因此，教师要积极转变教学模式，合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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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学生教育主体地位，通

过多样化教学手段增强与学生的互动，促使整个课堂教学活跃起

来，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例如教师可设置“优良家风故事”翻

转课堂教学，在课程之前引导学生发掘身边的典型家风家教故事，

并将其整合起来在课堂上进行分享，课堂上教师则为学生留出更

多的分享交流时间，让学生自主分析优良家风故事中蕴藏的优良

家风精神，以此增强学生的参与感与体验感，深化学生对优良家

风的认识，激发学生对优良家风案例的探索热情。其次，教师要

注重丰富优良家风教学内容。优良家风是我国历史文化的沉积，

其在思想教育方面具有人文教育优势，能够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

丰富教育资源。对此，教师要注重将优良家风内容引入到思政教

学中，以此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推动思政教育工作的顺

利实施。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加强对优良家风文化的认识，主动

学习与掌握优良家风文化精髓，搜集当下热门优良家风故事，将

其整合处理后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同时注重组织学生参与优良家

风相关活动，比如文明家庭评选活动等，让学生能够提取身边的

家庭先进事迹，以此有效丰富高校思政课程优良家风教育素材。

（二）学生亲自参与资源整合，深化学生优良家风认识

为促进学生对优良家风内涵的深刻认识，教师可引导学生亲

自参与优良家风资源整合过程，让学生在课余时间亲自参与“搜

集—调研—考察—整合”的过程，增强学生教育参与感。首先，

学生要搜集历史名人家训故事。我国历史发展悠久，存在着丰富

的家风资源，学生要通过多种渠道搜集各类家训故事，通过亲自

调查或网络调查方式发掘经典家训故事，了解自己家族或其他姓

氏在历史上出现过哪些名人，流传着哪些经典家训内容等，深刻

感知不同家训内容的核心内涵。其次，学生要从自己家庭入手，

寻找家庭教育中的优良家教故事。教师可引导学生挖掘自己父母

或祖父母的家庭教育内容，比如父母在教育过程中提到的话，祖

父母提供的榜样性引导等，将此类内容整合下来，并认真分析这

些内容对自身的影响。优良家风故事是家族发展过程中对某个时

代经验的总结，学生要正确看待古代家风与现代家风的形成过程，

感受家族传承的荣誉感。最后，教师为学生提供古代经典优良家

风。教师可围绕世家家族为学生讲解家训的形成过程与演变过程，

并将其整合成相应的教学板块，带领学生共同分析，让学生建立

对优良家风的深刻认识。

（三）深入思辨家风教育内容，促进学生主动发展家风

 我国传统家教注重对子孙后代道德品质与学习能力的教育与

培养，这样不仅能够影响后代子女对教育内容的接受程度，同时

也会促进子女性格气质的形成。优良的家风教育内容对个人发展

有着积极作用，反之则会对其造成不利影响。对此，教师要注重

引导学生深入思辨家风教育内容，促进学生主动传承与发展优良

家风。首先，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辩证分析优良家风内容，比如

分析优良家风对个人发展、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促进优良家

风教育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价值等，让学生从更加全面的角

度认识优良家风。优良家风教育不仅能够促进青年大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推进社会和谐发展，比如传统家风教育中

强调的家和万事兴等，有利于营造出和谐的社会家庭氛围，进而

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由此可知，教师要将优良家风教育与社会

发展有效结合起来，让学生从社会发展视角与政治视角正确认识

优良家风，进而增强主动发展与传承家风的意识。其次，学生要

注重批判性继承优良家风。随着时代的发展，优良家风内容得到

不断更新与拓展。在优良家风教育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在批判基

础上主动创新与继承新时代家教家风，以更加科学的理念教育下

一代，促进社会良好发展。在此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对搜集

道德家教家风进行分析与分类，按照不同类别与新时代思想进行

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学生可总

结自己家庭的优良家教家风内容，将其转化为自己未来教育后代

的经验，用简洁的语言进行提炼，创造出新时代的家教家风。

（四）加强实践教学引导，丰富学生学习体验

优秀家教家风具有较强的实践性，通过实践锻炼能够促使学

生政治理性化结合。对此，教师可以社会实践为平台组织开展优

良家风教育实践活动。在此过程中，高校可结合现有资源，建立

优良家风教育实践基地，将地方历史文化与文文资源整合其中，

定期组织学生进行参观学习，有效激发学生继承优良家风的积极

性，促进学生认知语言型的有效结合。同时，高校要加强对地方

资源的有效利用，组织学生参观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具有教

育属性的场所，以此丰富学生学习体验，带给学生更加直观与深

刻的感受，促使学生主动感知与汲取优良家风文化的精神基因，

增强思政教育的感染力。学校要建立与社会组织机构的合作，有

效创新与拓展思政教育途径，促使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的有效衔

接，将思政教育延伸至课堂外。教师要注重将优良家风实践教育

活动纳入到教学计划，结合学生参与情况，设置相应的学时学分，

动态化调整实践活动内容，推动优良家风教育健康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将优良家风教育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道德与课程

教学中，有利于促进学生对优良家风的反思，深化学生对优良家

风的理解，增强优良家风教育功能，促使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为有效增强高效思政教育成效，实现思政课使学生终身受益的教

育目标，教师要注重发挥思政课教学主渠道作用，优化课程教学

内容与教学方式，加强课程教学引导，实施实践教学教育，以此

培养出符合国家建设要求的新时代合格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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