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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语文作为大学阶段的母语课程，对发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定义大学

语文教学的价值，如何将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与传统文化浸润合理融合，如何凭借传统优秀文化来加强大

学语文的教育性，都对大学语文课程的丰富性和教学结果的有效性，以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有

着广泛的意义。文章将对大学语文教学的价值进行深入探析，并分析在中华传统文化视域下，如何将大学

语文教学与文化传承进行有效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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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岁月的长河中累

积了无数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指导
着中华儿女的社会生活，也成为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
神食粮，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思想行为共识。我国历来
重视传统文化对社会建设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从多个角度
对传统文化进行着推广和发扬，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建
设者，理应深入学习和了解传统文化，吸纳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髓，树立文化自信，更好地投入到未来的祖国建设中。 

1  大学语文教学融入传统文化内容的意义和价值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语文教学中的意义
是多样的，具体可以概况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塑造人格修养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自来对

修身之道、为人处世之道十分重视，同时还强调在追求自
我完善的同时，也要有对家、对国的责任。大学语文关于
儒家文化的篇目，将充分地向学生浸润为人处世的种种理
念，并帮助他们塑造完整的人格，启发他们注重自身的修
养。 

比如，大学语文中涉及的《论语》篇目，就将“仁”
“义”“礼”“智”“信”等思想充分地传达给了大学生。
以《论语•仲弓、樊迟问仁》为例，谈及“仁”的问题，
孔子对学生提出了多项要求：一是要遵守礼法，有恭敬之
心，“居处恭，执事敬”；二是要有爱心，“已所不欲，勿
施于人”，三是做事要忠于良心，不忘初心；四是要求“仁”
这种品质不能因人而异，不能因时而异，不能因地而异，
是始终保守的内在品质，“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以上这
些“仁”的要求，将帮助大学生完善自己的人格，重塑自
己的价值观，从而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成为更好的人。
再如，大学语文中涉及的《道德经》篇目，也对大学生的
思想进行了启发，以《道德经》第二章为例，启发了大学
生辩证法思想，辩证统一的看待问题，学会统筹思维，深
谋远虑。以《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为例，教育学生学会分
享和奉献，学会权衡风险和利益，学会遇见性的规避问

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著名篇目都在帮助大学生塑造
人格修养。 

1.2  提高审美趣味 
审美趣味是人们发现美、认识美、鉴赏美的一种能

力，对大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将有利于提升他们的生活
感知力和创造力，促使他们拥有更健康、美好、高尚的
品格，还能帮助他们构建更美好的生活图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美”的元素，在大学语文教学
中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很好地帮大学生培养审美
趣味。 

大学语文教学中融合“美”的元素的内容有很多，比
如在陶渊明诗作《饮酒•其五》中，不仅可以看见诗人用
文字所勾勒出的恬静优美的田园图景，还能通过平淡、清
新、自然的文字感受到中华语言文字的美，此外，诗作带
给人的关于人生的思索也蕴含着极致的美，发现人生除了
建功立业之外的，热爱大自然，回归大自然也是一种美好
人生意义。再如苏轼的词作《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作者用短短 44 个字，勾画了一个冷清孤寂的环境，也写
出了淡泊自持的被贬心境和不同流合污超凡脱俗的人生
态度，让学生也能对自己的人生有所思考。大学语文中具
有极高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在对美的感受和鉴
赏中，大学生也能日渐形成成熟的感知力和鉴赏力，并将
这些美与现实生活进行合理的融合，从而去追寻和构筑更
美好的人生图景。 

1.3  培养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

一，是人民对国家共同体的一种认同。家国情怀不仅包含
仁爱之心、家国同构的理念，还强调作为主体的个人要重
视亲情、注重修身养性。对大学生进行家国情怀的培养，
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小的方面讲
也将有利于大学生提高作为公民的意识、未来建设幸福和
美的家庭等等。 

大学语文教学中，对家国情怀的培养可见于多处。比
如，杜甫寄托家国情怀的各类诗作，以《登高》为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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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春色中，诗人却想到“万方多难”，关心着国家的命
运，担忧着朝廷的形势。全篇以景抒情，将满眼春色与个
人情思融为一体，体现着诗人杜甫对国家的情怀。再以张
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为例，诗人慷慨激越、沉郁
悲凉、激励人心、鼓舞斗志，在词中熔铸了民族与文化、
现实与历史、国家与个人的因素，体现了极其深厚的爱国
主义精神。此外，还有韩愈的散文《张中丞传后续》中所
见的赞美英雄、斥责小人，为受委屈被误解的英雄伸展正
义，弘扬正气……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家国情
怀，无一不鼓舞和激励着大学生，对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培
养和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1.4  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 
对人生的态度指导着人们的思考、行为方式，积极的

人生态度可以帮助人们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从而更好地
学习和生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许多古人生活
的智慧，大学时期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阶段，通过大学语文课程对大学生进行人生态度的
培养，将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当下的学习，并助力他们更
好地面对未来的生活。 

大学语文接触的培养人生态度的文学作品有很多。比
如，孔子为《周易》写的《象传》中写到“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通过对这句古文的学习和理解，便能知晓
宇宙不停运转的规律，并树立不断学习、不断前进、直面
人生挫折、永不言败的人生态度；又如，《荀子•劝学》中
提到了“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劝人坚持、不放弃；司
马迁《报任少卿书》列举了在逆境中发奋写作的案例，告
诉人们要在逆境中坚持奋斗……通过这些优秀的传统文
化作品，大学生将学到积极的人生态度。 

2  大学语文教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策略 

要想达到大学语文教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
融合，大学语文教师不仅要树立正确的观念，更要从具体
的教学中入手，以下几种策略可作为参考。 

2.1  注重鉴赏，提升学习兴趣 
鉴赏是吸纳文化精粹的重要途径，懂得鉴赏才能深入

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深远意义，才能将中华传
统文化与道德修养、品格塑造、人生态度进行有效融合。
比如，大学阶段的学生已经对爱情有了初步的理解甚至是
尝试，那么不妨带他们深入鉴赏一些与爱情相关的传统文
化经典作品，让他们感受到不同历史背景的文人是如何用
语言文字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愫的，从而帮助他们加深对
经典文学作品的理解和印象，培养他们阅读经典作品的兴
趣。此外，在鉴赏方法方面，教师可以稍作指导，大学阶
段的学生，已经具备了自主学习和探索的能力，因此，在
方法引导上，教师无需进行过于细致的教学，可以仅仅是
为学生指明鉴赏的方向，为学生提供鉴赏的工具，如给学
生推荐一些有关的工具书、学习型的网站等，让学生自行

探索适合的阅读方法。 
2.2  加强交流，深化认识 
语言表达能力在大学阶段仍是培养的重点，大学生即

将步入社会，不论是工作场合还是社交场合，都对语言表
达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此外，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深入学习而言，加强交流是深入理解的重要方式之一。其
一，语言表达的过程是传达自己思想的过程，这个过程能
促进学生思考，总结归纳经典作品带给自己的体会；其二，
听别人表达的过程是一个吸纳、接受不同观点的过程，这
个过程会带给学生更多的思想碰撞，不仅可以借鉴别人的
思维方式，还能促进学生思维的发散。因此，在大学语文
教学中，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是十分必要的。
具体来说，教师可以在语文课堂上给学生更多的自由展示
空间，比如，以主题汇报的形式，由学生以自己的方式来
呈现对经典作品的理解和在经典作品中收获到的见解、思
想等等。再如，以分享交流会的形式，在轻松的环境下，
学生轮流分享自己通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学到的人生经
验、心里体会等。 

2.3  注重实践，提升素养 
上文提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语文教学

中，其意义体现在塑造学生的人格修养，提升学生的审美
趣味，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积极人生态度等方面，只有
当大学生将课堂所学真正地融入到现实的学习和生活实
践中去，才能真正地发挥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
因此，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务必提醒和督促学生进行
相关的实践活动，给学生提供更多感受、领悟、升华的空
间。首先，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时，必须将其中的优秀品
质、价值观念内化成自己的品质和观念，在学习过程中，
不仅要读懂、理解透彻，更要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深入的思
考，及时用所看所学来优化自己的行为方式及生活方式；
其次，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通过课堂内的学习内容拓展自
己的认知边界，不断去探索和发掘更多的经典作品，同时
要进行多角度的鉴赏，以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和创造力；
最后，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大学生还应当担负起为国
为家的责任，以更高的标准律己，坚持践行从经典作品中
学到家国态度。 

3  结语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
充分的必要性，作为大学语文教师，应当充分了解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积极作用，并不断探索更好的方
式，帮助大学生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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