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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的快速发展，广大教育机构提倡对学生进行国学经典阅读教育，下至学龄前儿童，上至高校学生，均在教育

界的号召下大力开展国学经典阅读活动，让传统文化的传承得以更好的延续。而高校图书馆作为广大高校学生获取知识的

殿堂，其在国学经典阅读活动中任重道远。本文就文化自信视域下高校图书馆国学经典阅读推广展开深度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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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丰富的知识储备
对于正确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至关重要。而在信息爆炸的时
代环境下，当代高校学生获取信息资源的途径得到了有效的拓
宽，在丰富高校学生阅历的同时，也对当代高校学生正确人生
观的养成造成一定的冲击性。而高校国学经典阅读活动的切实
开展，为高校传统文化的传播另辟蹊径。

1、国学经典概述

国学是一个流传千年之久的词汇。早在西汉时期，我国便
提倡了国学文化。而当时的国学泛指那些国家级别的学府，
比如国子监、太学府等 [1]。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期，西方列强
侵略中国，这也迫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
而我国一大批思想家、教育家为了保护中华文化的完整性，
特提出“国学文化”而来应对西方文化发起的挑战。这也预示
着国学文化的兴起，但在当时，国学文化并没有明确的概念，
所以各界文学志士均有着不同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如
下几位：

国粹派文学家邓实倡导“何为国学，一国之所有学也”，
涵盖了所有的文化知识；而著名文学家章太炎则将国学文化寓
意为“国家成立的源泉”。因为各界文学志士对于国学文化的
解读均有所不同，这也在当时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

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国学文化的内涵也在瞬息万变，从
传统的固定内涵发展为现如今的不统一性，这也预示着国学
文化的概念不可局限于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解读，而是要
融合当代文化教育的大环境，变成为符合中国特色的优秀文
化产物。

2、文化自信视域下广大高校推广国学经典阅读的意义

2.1  赋予了广大大学生的文化自信的启迪作用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以国学经典阅读为媒介的传统文化学

习活动让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同时
也帮助广大的高校学生养成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 [2]。比如我们
熟知的《孔融让梨》的故事，孔融将大的梨让给大家，而自己
则选择小的梨吃，他只告诉大家“我年龄小，所以吃小的梨子”。
一个小小的故事透露出孔融身上的谦让精神。而在这个物质富
足的时代里，这种谦让精神显然已经鲜有了，而具备谦让精神
的人更是微乎其微，人们沉浸在物质富足的世界无法自拔，几
乎已经忘记了谦让精神的本质。而高校的国学阅读中以这些朗
朗上口的国学小故事为主，感受主人公身上的独特品质，陶冶
广大高校学生的情操，让他们的心灵真正意义上的得到净化。

2.2  有助于经典文化的理解和传承
广大高校开展国学经典阅读活动并不只是单纯意义的向广

大学生灌输传统文化，而是要深入到实际，借助国学经典阅读
活动这一形式，渗透传统文化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广大

高校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3]。而在实际生活
中，广大高校学生在国学经典阅读活动下，将所学文化知识真
正应用到实践中。比如我们熟知的《孟母三迁》，孟母之所以
选择“三迁移”，是为孩子积极营造一个适合读书的环境，从
而让孟子更好的学习。而当代高校学生又有几个能不受大环境
的影响。而国学经典阅读活动的开展，让孩子在文化课程学习
之余，也能够陶冶身心、净化心灵，还心灵一片纯洁之地。

2.3  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
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文化自信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支

持体系。在文化自信的推动下，让广大学生更好的学习和传承
民族文化精神。为了提高广大民众对于民族文化的认识，并将
其上升为战略的高度，习总书记在十九大中明确指出了“我国
人才的培养要以民族文化创新为原动力”。这也预示着有心民
族文化的创新需要更多人才携手并进来完成。高校作为人才培
育的摇篮，为当代社会培育了诸多行业的人才，电气自动化行
业、高科技领域、制造行业等人才体系。而在高校教育工作中
渗透国学经典阅读内容，让广大高校学生深刻感悟到传统文化
的魅力，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兴衰之际，
每个高校学生及其他行业领域人才都是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
比如在疫情疯狂肆虐时期，我国部分医务人员挺身而出，驰援
武汉，旨在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3、高校国学经典阅读活动开展的现状

3.1  开展形式
近几年，下至学期教育机构，上至广大高校，纷纷陷入了

国学经典文化的学习活动中来，通过丰富多彩的学习方式，向
“祖国的花朵”渗透中华传统文化。表 1 选择了部分高校展开
专项调查。

表 1：我国部分高校开展国学经典阅读活动的形式调查表

高校开展国
学经典阅读
活动的形式

丰富多彩的
社团活动

开设
国学课程

举办文艺演出
及专题演讲

数量 16 14 20
百分比（%） 32 28 40

从表 1 的数据统计结果得知：在参与调查的 50 所高校中，
均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文化主题活动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约为
32% 的高校选择举办丰富多彩的社团主题活动来开展国学经典
阅读活动。而在众多的社团中，不乏汉服社团、礼仪社团、国
学知识学习社团等形式的社团活动。在课余时间，这些社团通
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学习活动，吸引更多国学文化爱好者的
加入。极少数的高校为了强化国学经典阅读的效果，纷纷开设
了相关主题课程，在课前三十分钟或者自习课上，诵读《离骚》
《中庸》《礼记》等国学名著，由语文教师针对其文言文释义
进行讲解，并要求学生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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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习方式
随着多媒体技术在教学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各大高校在开

展国学经典阅读活动时，也纷纷融入这种先进的教学手段。表
2 针对部分高校开展国学经典阅读活动时应用多媒体教学设备
的情况展开专项调查。

表 2：部分高校开展国学经典阅读活动
应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情况调查表

国学经典阅读活动应用
多媒体教学设备情况

展示诵
读片段

播放背
景音乐

播放相关的
影音资料

数量 32 8 10
百分比（%） 64 16 20

从表 2 的数据统计结果中不难看出，广大高校在开展国学
经典阅读活动时应用多媒体设备的环节不一致，大多数高校只
是单纯意义的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展示所学习片段，让学生照
着大屏幕显示的片段进行朗诵。而一些高校则在学习的基础上
添加了背景音乐，这也赋予了国学经典阅读活动课堂的趣味性、
而一些高校为了强化学生对于相关知识的理解，特利用多媒体
教学设备在网络上搜索到相关的影音资料，让学生一边观看影
像资料的同时，一边将所学知识牢记心间。

4、文化自信视域下普通高校图书馆国学经典阅读推
广策略

4.1  丰富国学经典阅读推广活动
当代高校大学生对于国学经典的学习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

文化知识的需求，已经逐步上升到思想文化内涵的需求了 [4]。
为了让广大高校的图书馆在国学经典阅读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发
挥独到的作用，广大高校需在图书馆设立国学经典专柜，摆放
中华传统的四书五经，吸引广大学生在课余时间参与到国学经
典阅读活动中来。同时，随着校园网络系统的完善，广大高校
的图书馆管理系统也实现了创新，而在图书馆管理系统中，高
校根据自身图书的藏书资源开设国学经典阅读学习专栏，为每
个学生创建账号，并在课余时间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其中。表 3
针对我国部分高校近三年数字化图书馆的构建情况开展专项调
查工作。
表 3：我国部分地区高校近三年数字化图书馆的构建情况调查表

时间 2018 2019 2020
建设数字化图书馆

的高校数量 29 45 69

开设国学经典阅读
专栏的高校数量 8 18 42

百分比（%） 27.58 40 60.86
增长率（%） - 12.42 20.86

从表 3 的数据统计结果中不难看出，近三年高校开设数字
化图书馆的数量得到了显著的攀升，从最初的 29 家，增长至
如今的 69 家，增长近半数之多。而在众多开设数字化图书馆
的高校中，其开设国学经典阅读活动专栏的高校也从最初的 8
所上升到 42 所，其增长率也是率增不减。

4.2  开设国学经典导读作为附加服务
针对当代高校学生受网络环境的冲击而影响其正确人生

观、价值观的形成，甚至部分学生崇洋媚外，沉浸在韩流、日
流等文化学习中无法自拔。为了帮助广大高校学生养成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广大高校在开展国学经典阅读活动时，需针
对广大学生的阅读倾向、阅读喜好利用大数据系统开展专项调
查活动，并根据调查结果，为其提供适宜的国学名著。广大高
校需基于自身国学经典阅读活动开展的现状为立足点，将中华
传统文化根植于广大高校学生的心间。

4.3  组建一支业务能力强、阅读量丰富的国学经典阅读
活动推广团队

因为高校图书馆主要负责为广大高校学生提供丰富的阅读
资源，其在国学经典阅读活动中担任了重要的职责 [5]。而一些
高校因为图书馆建设投入资金相对不足，所以在开展国学经典
阅读活动的效果也是差强人意。为了积极推广高校的国学经典
阅读活动，需积极培育广大的阅读人才。利用学校图书馆管理
员自身丰富的阅读经验，为国学经典阅读活动的开展制定专项
方案，同时在高校选拔出富含国学知识的辅导员或团委书记等
学生会人员作为辅助人员，更好的践行国学阅读活动的推广方
案。

5、结论

综上所述，少年强则国强，高校图书馆作为知识的海洋，
在国学经典阅读活动中肩负着重担。本文首先从赋予了广大大
学生的文化自信的启迪作用、有助于经典文化的理解和传承以
及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三方面论述了文化自信视域下广大高校
推广国学经典阅读的意义，同时分析了高校推广国学经典阅读
的现状，最后提出了丰富国学经典阅读推广活动、开设国学经
典导读作为附加服务以及组建一支业务能力强、阅读量丰富的
国学经典阅读活动推广团队等三项推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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