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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教学中文明礼仪教育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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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礼记》曰：“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中国传统礼仪文化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反映了当时的

社会文明水平。这是古代人在社会生产、社交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本文以传统礼仪文化作为切入点，分析传统礼仪文化在大

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的重要意义，并为传统礼仪文化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有效渗透提出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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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

史，增强文化认同感、文化自信和民族归属感。在教育工作中融

入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的传统文化不仅限于古诗、

经典，还可以拓展出更丰富的内容，比如礼仪文化、传统习俗等等。

教师必须明确传统文化的概念和价值观念，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教育工作中，挖掘传统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

一、我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含义与文化教学的根本特点

（一）中国古代礼仪文化的基本内容

传统礼仪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它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

物质文化，包括传统服饰、传统乐器等；其二制度文化，它主要

是指对礼仪活动进行引导和管理的制度体系；其三是精神层面，

主要指礼仪等道德规范。这三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其中，“礼”

的核心思想是提倡敬人敬天，“礼”的最终目的在于“和”，即

构建人与人、国与国的和谐关系，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礼仪

所推崇和追求的至高境界。礼仪通过人的外在行为、语言、表情、

服饰来表现，是一种外在的、可以被直接感知到的文化和经验。

传统礼仪文化具有深厚的内涵和历史底蕴，我们有责任和义

务将其传承下去，让它与时代特质相融合，使之经久不衰，代代

相传。

教育家陈鹤琴曾指出，教育的基本目标是使学生成为一个真

正的中国人。学生学习传统文化时，会自然而然地受到传统礼仪

的影响，在中华文化中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影响下，养成良好

的礼仪规范，对中华传统文化形成认同感，不断传承中华传统礼

仪文化，进而生成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二）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根本特点

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中国的传统礼仪具有两个基本特点：首

先，传统的礼俗是一种普遍的、具有广泛道德约束力的传统文化。

传统礼仪文化的实用性很强，学生不仅要精通礼仪的理论知识，

而且要把它运用到实际中去，从而达到知、行的统一。其次，礼

节是一种具有高度的文化精神，所以，传统礼仪的文化教育不能

只是单纯的“知识输出”，而是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

对精神文明的追求陶冶学生的情操。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有计划、

有目的地地向学生进行传统礼仪文化的阐释和传承，对于提高学

生的品德素养和礼仪素养有很重要的作用。

二、传统礼仪文化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体现

（一）弘扬传统礼仪文化，丰富传统文化知识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以崇尚道德和教化著称。学习传统

的礼仪文化有助于我们修身养性，也有助于我们处理人际关系、

社会关系。特别是在当代，由于受到西方思想的种种冲击，加之

商品消费主义时代存在一些道德滑坡问题，因此我们丢失了很多

经典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美国前任总统尼克松曾经说：“如果

有一天中国年轻一代开始不再相信他们祖先的智慧和抛弃自己的

传统，那么美国将对中国不战而胜。”如果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精

神内涵缺乏理解，那么他们就不能从心底认同这种情感，也就不

可能产生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更无法生成对家乡、对祖国的归

属感。大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很多篇章都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礼

仪文化。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称自己为“仆”“牛马走”、

《触龙说赵太后》中触龙称呼自己的儿子为“贱息”，这都是谦

虚的说法，符合中国传统的“谦逊而尊人”内涵。《齐晋耄之战》

一书中，齐侯之所以能逃出生天，就是因为“逢丑父与公易位”，

这既反映了我国“尚左”的传统，又使我们认识到了座位礼仪在

我国传统礼节中的重要性；《滕王阁序》中的“趋”指一种表达

尊敬的走路姿势，在古代社会它代表着后辈对前辈的尊敬。关于

上述各种礼节文化，我们都可以从大学语文课本中找到，让大学

生们认识这种礼节，可以使他们很好地传承中华文化中“恭敬”

的精神，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二）加强对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培养

目前，高校学生对于礼仪文化知识的了解还比较薄弱，作为

国家发展建设的主力军和国家未来希望的大学生，其表现出来的

品德品质，将反映我们国家的发展潜能。大学生上课吃饭、随意

穿着、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等行为都反映了他们对传统礼仪文化

不够重视，缺乏“恭敬”。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高

校的礼仪教育薄弱。向大学生渗透传统的礼仪文化，可以使他们

养成正确的行为习惯，使他们端正思想态度和价值观念。特别是

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礼仪教化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成为维系良好的社交关系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社会

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

在大学语文中向学生传授传统礼仪文化的同时，教师也要引

导学生挖掘礼仪文化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思想。例如，“温和、仁

慈、恭敬、谦让”等人际关系处理原则就是要我们在与人的交往

中保持善意，不能欺骗、强迫他人，传递出诚信、善良的价值观。

所谓“君子之交”，就是说干干净净的交情，不掺杂欺骗、算计、

阴谋的友谊。《论语》中有两次提及“巧言令色”，是要告诫人

们行为要端庄，不可过于轻佻。另外，“毋固 . 毋我”也教导人

在面对冲突时要学会自我检讨，不要过于固执强硬、咄咄逼人。

（三）引导个人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精神文明建设是先决要素。礼

仪是塑造个体行为品质、调节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也就是说，当所有人都能通过自我修养提高自己的礼仪修养时，

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和谐。而传统的礼乐文化

则偏重于自我修养，重视人格塑造，以礼中所蕴含的“仁”之义

来教育大众，净化社会风气。打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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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讲究“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教育人们要学会宽容和博爱。把传统的礼节文

化渗透到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帮助学生彼此之间建立理解和信

任，促进学生彼此交流，只有形成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局面，

和谐社会才能实现。最后，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包含了“天人合一”

的文化主体性思想。所以，在大学语文课堂上讲授传统礼仪文化，

也可以使学生正确地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形成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理解。

（四）持续拓展教学内容，提高学习成效

将传统的礼仪文化融入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持续地拓展教

学内容，强化教学效果。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传统的

礼教文化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语文知识。我国的大学语文教

材中有很多古代文化作品，而这些古代文化作品中容纳了丰富的

传统礼仪文化知识，只有了解了传统的礼仪文化，学生们才能更

好地理解古代文学作品。譬如《郑伯克段于鄢》一文，学生只有

明白了周王朝的宗法制，即由嫡子继承皇位，才能理解为什么郑

武公会拒绝姜氏的数次请求。这篇文章中所说的“郑伯”，作者

对其持有批评的态度，因为按当时的礼法而言，哥哥有责任教导

弟弟，庄公却没有好好教导弟弟，导致其弟形成恶劣的品质。其二，

理解传统礼教文化有助于学生分析文本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问题。

比如《红楼梦》节选一课中指出由于黛玉的生母名唤贾敏，因此

黛玉“一见敏字，就会少一笔。”这段描述就反映了封建时代的

一种社会现象。通过学习礼仪文化，学生能够对当时的社会现实

形成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其三，传统礼俗文化的渗透对高校语文

教育改革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重视传统文化、传递人文情感是

高校语文课程改革的重要方向。而传统礼仪文化中凝结了中华传

统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人文情感，因此在语文课程中融入传统礼

仪文化有助于推动高校语文教学改革，使高校语言教学更加生动、

更加贴近生活。

三、传统礼仪文化渗透的途径与策略

（一）礼教的渗透与文化认同的培育

在学习一种礼仪文化的同时，人们会不知不觉地被它引导，

在其影响下形成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在为人处世方面也会

体现出这种礼仪文化的影响。要在语文教学中有效渗透传统礼仪，

教师需要做好表率，树立一个典型模范，在语言上引经据典，引

导学生学习古代优秀人物身上的优秀品质，用传统礼仪文化熏陶

学生，让学生感受传统礼仪文化独特的魅力，从而在不知不觉中

对传统礼仪文化形成认同感，自觉地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二）营造教学环境，让学生体会到礼仪的魅力

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可根据语文课程内容创设学习情境，

让学生在情境中学习传统文化。这要求教师深刻解读教材，将教

材内容和情景结合起来，用特定的情境影响学生，加深其对文章

的理解、对传统礼仪文化的理解。

比如，当前穿越剧很受观众欢迎，因此教师可以借助穿越剧

将学生带回某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当时的

文化。有条件的学校还会带着学生去参观人文古迹，让学生们去

古籍中记载的地方参观、研究，通过真实的经历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品味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

（三）创新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兴趣

在古代文学中，传统的礼仪文化主要通过古代诗词、歌赋等

传递和表达，但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难度高。

因为古代汉语的表达方式与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大有不同，因此，

很多学生觉得古代文学晦涩难懂，学习兴趣不高，如果此时再缺

乏教师的有效引导，那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就会真正堪忧。

为此，大学语文教师要进行创新，运用新的课程教学方法，引导

学生主动参与到传统文学的学习活动中去，体会传统文化、学习

传统文学、提高文化品位。要实现这一目标，教师不仅要有明确

清晰的把握，还应该有创新的教学思维和能力。目前，微课教学、

慕课教学、音乐教学、角色扮演教学是高校语文教学改革过程中

出现的新的教学方式。比如，在学《红楼梦》时，我们可以采用“角

色扮演”教学法，让学生自己组织排练，对文学经典进行解读。《红

楼梦》包含着深厚的传统礼仪文化，因此，其中涉及丰富的礼仪

文化内容。在《红楼梦》中，作揖的正确姿势是：作揖的基本手

势是右手握拳，左手成掌，对右拳或包或盖，此为“吉拜”；反之，“右

手成掌，左手握拳”，则是“凶拜”，通常用来吊丧。如果没有

正确理解、掌握这种礼节，那么很容易做出一些让人误会的事情。

通过角色扮演活动，同学们对传统礼仪进行点评分析，理解文章

中人物的地位、修养、学识、思想、情感变化等，学习效果更好，

同时也能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四）继承创新，宣传优秀的礼仪文化

虽然传统文化中不乏经典的优秀文化，但其中也有不少糟粕，

有不少习俗“食古不化”，违背了平等、人道的现代社会伦理。

因此对传统文化，要有一种辩证的思维与视野，在大学语文的课

程中，我们要清醒地看待传统的礼俗，要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比较中去粗取精，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要达到这一目标，语

文教师就必须区别对待传统的礼俗文化，在积极引导学生提高重

视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以批判性的目光去审视传统文化，发现

其中的不合时宜和不人道的地方，并对之加以批评和摒弃。比如，

古代的殉葬制度在今天看来就是一项违背人性化的制度，在古代，

陪葬是一种礼仪，其中包括活人殉葬，血腥残忍，“以礼杀之，

而不能以礼相待”，故于周武文王时代即被明令废除。再比如《红

楼梦》中的许多传统礼节、文化活动都反映出对女性的压制，男

尊女卑的封建观念非常严重，女性的人性、自由、平等、被尊重

等一系列基本人权被剥夺，被封建观念所束缚、压迫，而这一切

都是当代所不能接受的。

四、结语

传统文化包罗万象，包括传统节日、传统体育项目、传统乐器、

传统建筑、传统美食、传统手工艺等，这些不但能满足人们的生

活和审美需求，还能提高我们的道德情操。大学语文课程是弘扬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承担着弘扬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任。所以我们要探索和研究大学语文课程新的教学方式，

把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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