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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应用于思政课教学探析
卢剑锋

（广东工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850）

摘要：经典古诗词是千百年来的智慧结晶，其中的丰富精神

内涵和育人价值值得借鉴与参考，将能够为思政课教学提供宝贵

的资源支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下称“思政课”）应发挥其

德育、美育作用，以德育为先，育人为本，促进新青年各方面素

质全面发展。在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背景下，古诗词融入思

政课教学具有重要意义，要创新古诗词应用于思政课教学的有效

路径，为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及其创新改革提供一定的应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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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重要瑰宝，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贤人精神及其思想情感。优秀古

诗词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也有着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其中极

具教育意义的素材和方法都应当融合到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去，指

引新青年的未来发展之路。作为高校思政教师，我们有必要将古

诗词应用于思政课教学中来，引导新青年在大学阶段树立伟大崇

高的理想，形成坚韧不拔、勇于创新的美好品格。

一、立德树人背景下的思政课教学

（一）以德为行，以学为上

“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是学者邝邦洪教授在继承中外优秀

传统德学思想的精华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和社会进步

的要求，在不断与时俱进和吐故纳新的过程中凝练形成的理论。

正如《资治通鉴》中指出的：“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可看出这一教育思想是自古以来遵守的优良传统。这一教育思想

正应当前立德树人、铸魂育人，培养新时代新人之所求，提高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之所需。德高为范，“以德为行”是核心；

学高为师，“以学为上”是保障。因而在面对德学缺失，在资本

充斥的物欲世界现实的冲击，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之时，

学校教育应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履行应有的历史使命，坚持党

对教育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把立德树人作

为根本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深刻回答“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命题，高等

教育应践行“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通过系统的、科

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这样一来，

新时代青年也能够借助榜样与楷模的力量向上而生，在关键成长

阶段受到更正面、积极的影响。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国内形

势深刻变化的社会现实，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严峻挑战，以及因

物化商业资本世界的腐蚀思想，都要求我们要大力加强德学修养

教育。通常来说，高校学生三观、思想建设还不成熟，在信息爆

炸的时代极容易被影响。所以，思想政治课对青年有着重要的指

导意义，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根本，通过树立鲜明政治政治方向、

正确价值取向感染人、锻炼人、鼓舞人。

（二）人才教育，全面发展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对于提高人民综

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以往的人才教育观念更注重

“才”，而今时代发展和进步度青年及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全面发展”似乎是社会及企业更加需要的人才指标。所以，高

等教育更应当拓宽教育渠道，丰富教育资源，全面提升学生综合

素质，在符合学生认知水平、个人能力的情况下展开“人才教育”。

现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也把通识教育纳入教育教学体系中，

让学生建立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认同感，同时学生还应当在自

然学科、社会学科中全方位学习，进而能够将所学习和掌握的知

识应用到实际场景中。这样的教育理念与全面发展十分相似，践

行“全面发展”教育应当从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加大力度，

培养我们的新青年成长为思想政治觉悟高、专业性强、道德情操

髙尚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继承人。

二、古诗词融入思政课教学的重要意义

古诗词历经千百年传承流传到今天，基础教育、提高教育阶

段都与古诗词融合教学，让我们具备了更好的理解、记忆、感悟

基础，在高等教育阶段继续深度学习。经典古诗词中的传统文化

魅力及育人价值仍然等待着教师和学生的开发和学习，只有潜心

研究、勇于创新，才能够在古老的诗词土壤中浇灌出时代之花。

品读经典古诗词，将其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课中能够丰富青年的

内心世界，塑造其健全、独立的人格。

（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环节，只有传承爱国

爱家、爱党爱民思想，才能够真正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牢固立身之本、成才之基。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喜欢借助诗词表

达爱国主义思想，不论是豪情壮志，亦或是郁郁不得志都能够通

过诗词抒发心中所想，因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曹植

在“视死忽如归”里抒发爱国主义豪情，林则徐在“苟利国家生

死以”里抒发忧国忧民，这些古诗词代表的不仅仅是诗人的爱国

之心，同时也诠释了时代先锋的先进爱国主义思想。所以，大学

思政课应当深入挖掘古诗词中的爱国主义素材，借助伟大先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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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让我们的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爱国主

义思想。

（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谏太宗十思书》中写道：“求木之长者，比固其根本；欲

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而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千年，也正是中

华儿女不懈坚持，在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突破，在新时代文明中

开拓创新。古诗词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青年思

想教育中有着极大的教育价值。我们的教师当以“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的思想研读教材，进而深化古诗词融入思政教育价值；

更当“与时俱进，求知求新”，善于在生活实际、教学内容中挖

掘思政素材，感染更多学生参与到学习古诗词、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当中来。

（三）树立伟大崇高理想

新青年还应当树立伟大而崇高的理想，展现人生抱负与个人

能力。周恩来总理以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么生活在和平、幸福

生活中的新青年更应当以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读书。古往今来，多

少仁人志士在政治立场受阻时写下理想与抱负，“穷且益坚，不

坠青云之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等都是新青

年应当学习和继承的美好品质。而今，多少大学生在溺爱的环境

中骄纵不已，在物质与欲望牵引下迷失自己，以古诗词融合思政

课教育能够切实解决高等教育中的难题，树立新青年伟大而崇高

的理想，让其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艰苦奋斗、努力奋进。

（四）培育自主探索精神

人存在的重要精神价值还体现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做贡献，

因而针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应当培育其自主探索精神。让其在自身

爱好、擅长的领域拓展创新，以德为行，以学为上。广大教师注

重道德与精神培育，就能够以更加严格的要求规范学生思维与行

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做好学生的榜样，完成培育社会主义接班人

与建设者的关键使命。而广大学生注重自主探究与实践，将能够

加强知识、实践等方面的学习，同时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来鼓舞自身，在专业领域不断探索研究，而在坚固

的思想基础上开辟出新的道路。总之，道德与精神培养是思政教育、

思政课程，乃至思政教师的重要任务，融合古诗词展开思政教育

运动将能够影响千万大学生。

（五）强化教风、学风、校风

古诗词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够起到正教风、学风、校风的

积极效果，扭转小部分教师职业价值观，树立为人师表意识，强

化学术道德意识，齐心协力建设新时期思想道德教育机制，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教风校风，以德为行。大学生在古诗词文化中

也能够树立起正确史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以史为鉴，以学

为上；强化社会责任意识，明确学习目标，加强自主创新与自主

探究等。如此方能够从根本上构建出良好的学术氛围，促进大学

生身心健康成长。所以，古诗词融入思政教学中有着维护公共学

术氛围，加强学风、教风建设的重要作用，不论教师或学生都应

当积极参与到这样的学习当中来，从而以“全面发展”“立德树人”

等新时期指导思想开拓创新，建设出更加和谐的高等教育环境。

（六）净化思想，陶冶性情

随着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们的联

系越来越紧密，文化的交流、思想的碰撞已是常态，各种思想流

价值元涌入国门，我国社会思想多元，深处象牙塔中的大学生难

免会有思想多元，不加以警醒和防范的问题，大学生会就有可能

会处于各种思想流价值元相互交织的漩涡之中而不能明辨是非、

坚定立场，就容易被图谋不轨的人所利用，受到不良思想的侵蚀、

随波逐流。因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就有必要挺身而出，

引导学生在学习中积极主动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不断矫正思想

路线上偏差和价值观上有可能的扭曲。在思政课教学中，运用古

诗词嵌入教学的学习方式，能够为大学生的思政课学习提供有效

路径，丰富思政课教学的素材，这不仅能提高思政课的语言魅力，

而且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文学修养，感受灿烂而悠久的中华

文化，树立文化自信，还能通过古诗词中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在

价值引领上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觉悟

能力。

三、古诗词应用于思政课教学创新路径

中华古诗词是我中华文化的绚丽瑰宝，是人类文明中最丰富、

最生动的文学和思想载体之一，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质，

其“润物细无声”的特点和优势，注定其教学教育中，特别是思

想政治教育中将发挥其自身独特的功能和效用。在运用古诗词的

教学中，思政课教师应深入研究思政课教育教学规律，提高政治

站位，弄懂“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的根

本问题，深入研究古诗词的话语规律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内涵，扬

长避短，去糟取精，创新古诗词融入大学生思政课教学中的方式

方法，使古诗词在思政课教育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嵌入思政课以辅助教学

古诗词嵌入思政课教学，是辅助思政课教学的有效途径，可

以以教学内容为载体，利用古诗词帮助大学生理解一些理论性的

知识、抽象的概念等。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在讲解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由弱小到强大的奋斗历程时，可引用唐

代诗人杜荀鹤的《小松》：“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篙。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诗中主要讲述了世人一开

始看不出来长满松针的小松树长草丛中时其貌不扬，看似与草类

同，待其长成参天大树时，才发现小松树已是高入云霄，才认知

到它的伟岸。用这诗意正好用来辅助学生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

历程，新事物的发展总要经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不完

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在讲解“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时，可援用读唐代诗人杜牧的“江

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来表达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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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使命”，选择继续前行，独立扛起领导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大旗的伟大历史使命。

（二）营造古诗词氛围感染人

高校思政课应当与优秀古诗词有机地融合到一起，在日常教

学中构建浓厚的古诗词氛围，取经典古诗词之精华，融思想政治

教育的核心，让学生在课前齐读、日常晨读中诵读品鉴古诗词，

进而在所有学生的努力下建设校纪校风。这样一来，就能够构建

出良好古诗词学习氛围，让经典的诗词文化感染大学生，让琅琅

书声回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让古诗词字字句句烙印在学生心

中。思想政治课上，教师还可以就早读、齐读情况进行评价，同

时将下一步工作计划和实施内容传达到位，筛选出更具影响力和

感染力的诗词进行诵读。总之，思政课教师应当承担起古诗词应

用的管理任务，让学生在系统、科学的计划中提高道德修养及文

化水平。

（三）创设“诗教”思政课堂

我国“诗教”传统源远流长，起初的“诗教”特指通过对《诗

经》中风、雅、颂三部分的解读、教学，来抒发西周初年至春秋

中叶大约五百多年人们从现实生活出发的真情实感的思想、价值

观与实践。此处讲的“诗教”课堂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及现代

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通过运用中华古诗词、经典金句、对联等学

习、欣赏、练习创作来实现思政课教学，思政课教学上的创新模

式，通过这种教学模式实现对学生的教化。具体而言，在思政课

教学准备阶段，将教材内容分类确定为若干个教学主题以确定所

要传达的思想内容和价值观培养，根据学生情况将学生分成若干

小组，引导每个小组根据诗词格律等知识和所确定的教学主题尝

试自我创作诗词；在实施阶段，实施师生采诗互动，析诗赏诗诵诗，

课后推敲整理，复盘“诗教”过程，反思教学效果。通过“诗教”

思政课堂，既引导学生准确把握和理解教学主题内容，又帮助学

生提高写古诗词的水平。

（四）以校园诗词活动锻炼人

近年来，传统文化热潮开始轮回，电视节目、综艺节目等都

基于古诗词底色延伸拓展。以背诵、赏析为主要形式的古诗词探

索与实践激发了非常多的人，因而高等教育思政课也可以应用同

样的思路拓展延伸。在思政课教学中，以相同思路转化教育活动，

让诗词竞赛、辩论、赏析等依托于教育活动植根大学生内心。这

样一来，学生能够兴致高涨地参与思政课活动，同时在亲身感受

和答疑解惑中提高学习能力，提高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总之，

校园诗词活动、课堂教育活动的表现形式值得借鉴，思政课教师

应当从社会热点、诗词文化发展中汲取能量，让巧妙的教学设计

锻炼学生，培养大学生“举一反三”“学以致用”能力。

（五）古诗词宣传教育鼓舞人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史上，优秀古诗词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图画。经典古诗词中也饱含着我们应当发扬和继承的精神文

化，其中的优良传统美德、崇高理想与智慧都是今天的青年应当

学习和传承的。高校是新时代教育的主阵地，同时也是培养学生

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的重要场所。因而古诗词宣传教育方式不可

少，思政课教师应加大古诗词应用和宣传教育，这样才能够通过

标示性强、感染力强的诗词文化鼓舞人心，让我们的学生在课间、

课后都能够接触到古诗词。与此同时，在进行校园文化内涵式建

设过程中，在校园橱窗、宣传栏、广播等宣传渠道中，可以设置

专门的古诗词板块，进而展开一场古诗词文化教育运动。

四、结语

总而言之，古诗词与思政课教学的融合应当寄托于古诗词氛

围的感染力、古诗词活动的探索力、古诗词宣传教育的影响力，

这样才能够通过丰富的诗词元素上好高等教育思政课，让更多学

生沐浴在传统文化的春风里。践行诗词文化进校园过程中，思政

课教师应当承担起重要教育责任，做好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协

调学校部门与教学需求间的关系，将古诗词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

地结合到一起。只有这样，以传统文化为指导的思政教育才能够

衍生开来，引导我们的青年在成长过程中不忘初心，铭记先贤思想，

传承优良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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