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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
尹起浩

（山东化工职业学院，山东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山东潍坊 261108）

摘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本

文通过对齐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育教学的研究，提

出了齐文化的资源优势、必要性、实施途径和实施成效，论证了

齐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是高校思政课内容改革

的需要，是大学生全面、和谐、持续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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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齐文化可谓是

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山东化工职业学院充分发挥齐文化

资源优势，将齐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有机融合，一方

面较好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为新时代的思想政

治教学提供了新的教学可能，收到非常好的成效。同时，对于加

强新时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具有重要意义。

一、齐文化及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资源优势

发祥于山东临淄的齐文化具有崇尚变革、重视开放、笃于务实、

推行法制、包容兼蓄等鲜明特征。齐文化的丰富内涵理应走进高校，

走入课堂，成为当代大学生锻造思想、提升爱国主义价值观的重

要内容。

（一）尊贤尚功政治开明

用人方面，齐国“不计出身，唯才是举；以功为高，不计名

分”。在齐国建立之初，姜尚率先打破了“尊尊而亲亲”的国礼制，

实施因人而异、量需而定的新制度，这一做法在当时可谓经天纬

地。这里所说的“尊贤尚功”是指，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家庭

状况如何，只要你有才能就会被重用。比如管仲、晏平仲、孙膑等，

他们都不是贵族出身，但由于自身才华出众，便有机会建功立业，

受到国主重用，享誉后世。这种灵活的用人机制，正是开明齐文

化的具体表现之一。

（二）思想变革与时俱进

《管子》记载：“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心

术下》说：“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蕴藏在齐

文化中的这些变革精神，在齐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方面产生了巨

大作用，推动了齐国发生了三次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发生在西

周初叶。姜太公封齐之后，就制订了“因其俗，简其礼”等治

国策略，实现了对夷俗和周礼的第一次改造。第二次的变革则

是发生在春秋中前期。管仲对齐国的政治、军事、科技、经济、

教育、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深度变革，使齐国“以

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第三次则是发生在

战国初期。齐威王从改革吏治开始，大力推行法治，实施严罚

重赏，悬赏纳谏。

（三）农商并重发展经济

古代齐国初建之时，姜太公颁布实施了“通商工之业，便渔

盐之利”“劝女工，极技巧”“宜桑麻”等一系列发展市场经济

的政策，这对于推动使齐国的鱼盐业、纺织业、畜牧业发展产生

了极大地作用。到了齐桓公称霸时期，又进一步延续了些措施，

使得“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士农工商皆列入“国之石民”并

享受同等待遇。到了齐威王、齐宣王时期，齐国实力不壮大，在

各诸侯国中独树一帜，发展成为战国七雄之一。齐国大力发展社

会经济，呈现出“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

成雨、家敦而富”的局面，人口数量增加到数十万人，一举成为

商品经济非常发达的城市。齐国经济的繁荣富强，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农商并举的策略。

（四）学术文化兼容并蓄

兼容并蓄、多变性和融合性是齐文化的突出特点。姜太公创

建齐国的初期，就推行尊贤智、修道术、赏有功以及“因其俗、

简其礼”的政策。管仲倡导富国强兵；晏婴大力弘扬节俭，任贤

爱民。在战国时期，齐国设立稷下学宫，主张百家争鸣，弘扬各

科学术。稷下学宫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官办大学，在推动学术进步、

传播文明思想方面颇有建树。

在浓郁齐文化中发展的山东化工职业学院（原先地处山东省

淄博市临淄区，2017 年 9 月搬迁至潍坊市滨海开发区），在较大

程度上洋溢着齐文化的色彩。临淄作为齐国故都，是齐文化的发

祥地，这对于山东化工职业学院来说，是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

山东化工职业学院的生源以山东省，尤其是淄博市为主，生源学

生自幼年起，通过不同的途径多多少少接触齐文化，受到齐文化

的影响和熏陶。因此，将齐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之中，

具有先天的资源和区域优势。

二、齐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必要性

齐文化中所蕴含的以人为本、改革开放、工商经济、诚实守信、

富国强兵等思想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息息相通。

（一）齐文化为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

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

就齐文化物质层面的文化而言，包括齐都、齐长城、齐文物、

齐文学著作等，这些客观存在的文化遗产是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

教育的宝贵素材；齐文化精神层面的文化来说，其中蕴含的务实

作风、高尚风范、包容精神等，都是需要继承、发扬的民族精神，

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

（二）齐文化是开展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素材

齐文化中“礼、义、德、廉、耻、仁、孝、悌、忠、信”的

道德范畴，“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道德风范，以及“趋利避害”

的人性论，“与时变，与俗化”“废私立公”的道德教育原则等，

和新时代提倡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等，

是新时代学生需要着力发扬的重要内容。

（三）齐文化是开展大学生市场经济理念教育的重要素材

齐文化中《管子》的经济思想在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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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齐相管仲主张对外经济开放，他提出利用齐国靠海、盛产

食盐的优势，发展对外贸易，使临淄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商业都市。

管仲重视工商和社会分工，鼓励消费，发展农工商业，与现在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多共同之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进行了精辟论述，教学中穿插对大学生进行管仲经济思想的教育，

能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四）齐文化是加强大学生法治思想教育的重要素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都涉及到大学生法制教育和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而从齐文化中均可找寻到古代齐国进行依法治国的

佐证。其中，管仲提出先富而治，阐明了法律与经济的关系，

主张首先要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富裕起来。管仲主张法治与教

育并举，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与现在的治国理政理

念极其相似。

三、齐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途径

山东化工职业学院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

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过程中，糅合

齐文化于其中，使传统文化与思政理论相得益彰，产生了良好

效果。

（一）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

一是优化齐文化教育教学的课程内容。一方面，在讲授思想

政治理论课过程中，根据相关内容讲授齐文化，以齐文化佐证教

材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让学生在课堂上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理解和掌握，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另一方面，开设齐文

化辅学课程，自编齐文化教材，专题讲授齐文化。二是引导学生

到图书馆、新华书店借阅或购买齐文化书籍，领悟齐文化的思想

内涵。三是开展现场教学。组织学生到齐文化博物院、齐文化旅

游景点参观，实地了解齐文化的丰富内涵，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熏陶。

（二）创新教学手段

在讲授齐文化过程中，教师要进行理论宣讲与启发性引导相

结合，比如在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可穿插讲授管

仲的经济思想，讲授管仲在发展工商业的主张和策略。也可以组

织学生参观临淄的齐文化古迹，彻彻底底了解齐文化的发源及发

展，切身感受齐文化的盛况。或者参加淄博市政府组织开展的一

年一度的齐文化节，组织开展齐文化知识竞赛，加深对齐文化的

学习和感悟。

（三）重视提高教师和辅导员的齐文化素养

教育者有了深厚的学识和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才能够在以

身作则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也得以有开阔的眼光、高远的

观点，成为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为此，

学校要多渠道、多形式、多维度对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加强齐文

化知识培训，提高他们对齐文化深刻内涵的理解和驾驭能力，以

更好地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

（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山东化工职业学院一是大力营造弘扬齐文化的浓厚氛围。在

校园里通过把齐文化元素融入到规章制度、人文景观，以及教学

设施之中，利用校园网、微信公众号、宣传栏等载体宣传齐文化

的精髓，让学生时刻处于优秀齐文化的影响之中。二是开展校园

文化活动。通过开设第二课堂，让大学生学习和掌握齐文化的理

论知识，在实践中将齐文化的的理论内涵、精神要素内化为自身

的感悟和实际行动。

四、齐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成效

将齐文化有效融合于思政理论教学中，丰富和活跃了思政课

堂，降低了思政理论课的枯燥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视野。

（一）提升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

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理论性强，概念化重的特点，加之以往

教学中概念说教式的教学模式，使教育的内化效果不佳，而齐文

化走进思政课，带进课堂新鲜内容，有效提升了教学效果。第一，

思想政治理论课融进齐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有效提升了大学生的

思想政治素质。以优秀的齐文化为切入点，有的放矢的开展思想

教育，有利于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第二，

齐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改变了思政课以往呆板、概念化的

说教式教学，增强了教育的内化效果。丰富多彩的齐文化很容易

于在大学生中引起思想共鸣，他们很乐于接受。再次，齐文化融

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使大学生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

精神实质更加精准，可以深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内容与

齐文化最精华的部分相互交流和融合。

（二）促进了大学生全面发展

第一，增强了大学生的人文素质。通过齐文化教育，能够使

大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悠久丰富的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尊

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构建丰厚的人文基础。第二，促进了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学习齐文化中的变

革思想，进一步加深大学生对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施改革开

放方略的理解，为今后走向社会，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奠

定了思想基础。第三，提高了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对齐文化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熔炼。齐文化

中蕴含的许多丰富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境界，提

高了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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