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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的路径研究
邱　果

（四川音乐学院，四川 成都 610021）

摘要：古诗词与高校思政之间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可以说，古诗词是学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高校思政又是践行立

德树人任务的主要渠道。高校思政教育中，教师可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等纲领性文件为指导，正确认识古诗词这

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的必要性，厘清古诗词与高校思政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学生从多个角度挖掘古诗词中的思政因子，

感受古诗词的独特魅力，进而树立文化自信。本文重点论述古诗词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的路径，以期能为更多教育工作者提供有

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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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自信建设的深入发展，传统文化进高校的活动正在

积极开展。中华诗词作为我国的经典文学与优秀文化代表，是高

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柱内容，对于学生理解能力、文化感知

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教师应当进一步升级诗词教学的策略

与方式，以提高学生对古诗词等传统文化的了解，并能够有序传

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从而实现文化自信建设的有效落实。本文重

点从以下几个层面论述古诗词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路径，

具体如下：

一、古诗词的时代价值

（一）便于引导学生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古诗词已有多年的发展历史，其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国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也有重要的引导意义。新时代

背景下，将古诗词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够进一步丰富思政

教育体系，同时也能给予学生有效地引导。如王安石的《元日》，

其描绘了春节来临时，人们迎接春节的热闹景象，跟随诗人的脚

步，我们能够感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景象，

引导学生全方位感知节日文化，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学生发扬传统

文化。

（二）便于引导学生根植民族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融入人们的血液中，新时代背景下，将古诗词教育

与高新思政教育融合有利于引导学生挖掘古诗词中的思政因子，

如爱国精神、理想信念、教育因子、思乡情怀、高逸情怀、情感

要素等，使学生从古诗词中感知民族文化的发展变迁。通过鉴赏

古诗词，学生也了解各个朝代人们的生活特征，便于学生传承传

统文化，使学生从历史中得到更多的经验教训，陶冶自身的情操。

将古诗词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起来也便于引导学生从多个角

度感知传统文化，使学生认识到古诗歌是中国传统艺术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不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而存在。

二、古诗词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的路径

（一）挖掘古诗词的思政因子，感知传统文化魅力

1. 挖掘古诗词中的爱国精神

纵观古诗词的创作，大多都是“缘事而发，因情而作”，诗

人用诗句直接或者间接地抒发自己的理想，表达自己的情感。其

中不乏富含爱国情感的诗篇，教师可带领通读全文，引导他们体

会作者保卫国家的决心，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感等。例如，辛弃疾

正逢靖康之难，即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攻北宋国土，不仅肆意烧

杀抢掠百姓的资源，侵占北宋的国土；而且还俘虏了北宋皇帝和

后宫妃嫔。在此历史背景的影响下，辛弃疾将收复失地、复兴国

家等作为一生的志向，“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中可以

体会到诗人迫切地想要报效国家，作者把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寄托

于字、词或者句中抒发出来。再如，南宋诗人陆游写道“夜阑卧

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根据作者的创作背景可知，诗人

一生都在寻求报国的道路，无奈官场黑暗，报国无门，愤懑难平。

诗人之所以“卧听”，是因为遭受病痛的折磨，并且已接近古稀之年，

仍然怀抱保家卫国的愿望，体现出不顾及小我利益，将国家的利

益得失放在首位。唐朝具有“诗圣”之称的杜甫，在“安得广厦

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中深刻描述出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

2. 挖掘古诗词中的理想信念

诗人多用古诗词中的事物寄托理想信念，因此在赏析古诗词

的过程中，人们常常看到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如，梅、兰、竹、

菊是古人认为的“四君子”分别代表着君子高洁、贤达、清雅以

及不趋炎附势等品质。教师可引导学生通过分析和掌握诗词句中

事物象征的意义，培养他们树立理想信念的意识。例如，明代于

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是清白在人间”，借助托物言志的手

法，自比为石灰，寄托就算“粉身碎骨”，也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的美好愿景。一些诗人使用直抒胸臆的手法抒发自己理想信念。

如，“诗仙”李白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中，

就表现出诗人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告诉人们人一生

下来对社会就有用处，不要轻言放弃，要对未来抱有美好的幻想，

并且朝着既定的目标奋勇向前。

3. 挖掘古诗词中的教育因子

孔孟的儒家思想、老庄的道家思想等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承担育人的职责，绝大多数诗人也接受这些思想的影响，从他们

身上往往可以看到诚信、寡欲、宽容以及谦逊等美好道德品质。

在赏析古诗词的过程中，学生也可受其潜移默化地影响，进而促

进道德修养的提升。如，三国时期有名的谋士诸葛亮用“非淡泊

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来教导他的儿子，要修身养性，志

存高远；“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可让学生明白每

个人都存在优点和缺点，在学习生活中要学会辩证地看待他人和

自己，做到“吾日三省吾身”以及取长补短。在这些诗词句的学

习过程中，引导学生吸收和借鉴诗人的为人处世之道，同时树立

正确的发展观。

4. 挖掘古诗词中的思乡情怀

由于古代交通不发达，邮寄书信历时时间长，甚至还可能在

途中发生意外，诗人大多喜欢用古诗词抒发自己对友人、亲人、

故乡的思念之情。有利于激发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以及孝敬

父母、重视友谊的情感。例如，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

茱萸少一人”，在重阳节与友人一同登高、插茱萸，然而突然思

念远在他方的友人，体现了真挚的友情。

5. 挖掘古诗词中的高逸情怀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体现了作者愿望归隐、返回自然的思想，抒发其对大自然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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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官场的厌倦，渴望自由的情感。教师通过引导学生感受其

中蕴含的高逸情怀，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培养其淡然、开阔的

心境。

6. 挖掘古诗词中的情感要素

深度挖掘古诗词中的情感元素，带领学生感受其中蕴含的美

好爱情、感人肺腑的亲情以及深厚的友情，以此来丰富他们的情

感体验。例如，柳永《雨霖铃》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可以感受出作者与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苏轼《江城子》中：“十

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等等，描述了诗人对去世妻子

的思念之情；《游子吟》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

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体现出母爱的伟大，进而培养学生孝

敬父母的意识。

（二）将德育贯穿古诗词教学全过程，践行立德树人

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多年的发展历程当中，古诗词具有丰

富的内涵，承载了诗人的情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深度挖掘古

诗词中的德育内容，给学生渗透正确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从而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首先，借助古诗词给学生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通过带领学生分析和理解爱国主义诗歌，进而激发他们

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培养其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的意识。如，

楚国爱国诗人屈原的《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

多艰”，体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感态度；陆游《示儿》中：“死去

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抒发作者对祖国统一的热切

期盼以及“视死忽如归”的报国情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体现了作者英勇就义的决心。其次，借助古诗词中

的优秀品质，影响学生的行为习惯以及思想道德，进而培养他们

健全的人格。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促使学生养成“不要将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强加于他人身上”的

意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引导学生即

使处于困境中，或者被人逼迫下，或者利益的吸引下，也要始终

保持本心，坚持正义。

（三）古诗词教学与校园文化融合，创设文化环境

古诗词教学与校园文化相结合，使优秀道德修养潜移默化地

影响学生，进而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具体措施如下：其一，

可设立相关的社团，如读书社团、汉文化社团、文学社、古诗词

研究社团等，以古诗词鉴赏、古诗词创作以及研究古诗词的时代

背景等为社团活动内容，在丰富学生知识积累的同时陶冶他们的

情操，带领其感受古诗词的魅力。其二，积极开展第二课堂，使

学生在活动中积累丰富的知识，提升其文化素养。例如，定期举

行汉文化竞赛、书法大赛、诗歌朗诵比赛以及“飞花令”比赛等

校园文化活动，以此来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通过这种方式，有

利于在高等院校校园中创设文化环境，充分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同时有利于创建特色的校园文化，进而提升学校的

影响力和竞争力。不仅如此，高等院校的学生将来都会步入工作

岗位，有利于提升他们个人素养，为培养高质量的职业素养奠定

基础，进而帮助社会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四）加强古诗词审美教育，提高学生审美能力

1. 培养良好的审美感知力

审美感知力指的是人们在审美过程中通过感官对抽象的内容

进行感受和认知的能力，有利于丰富人们内在情感的积累，对在

社会中活动的人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学习古诗词的赏析过程中，

教师把古诗词作为审美对象，带领学生积累和感知其中蕴含的多

种多样的审美情趣。具体方式如下：首先，通过分析古诗词内容

和形式，整体感知其中的审美情趣。教师指导学生在赏析古诗词

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含义深远的内容，从而促进他们审美情趣的

提升。同时，学生审美感知能力的提升有利于丰富他们的思想内涵，

为深刻理解和分析古诗词内容以及思想情感奠定了思想基础。其

次，通过引入现代信息技术，带领学生直观地感受古诗词中的形

象美、情感美和韵律美，这是培养他们良好审美感知能力的前提

和基础。在张志和《渔歌子》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事先带领学生

通过朗读，掌握古诗文中青山绿水等景物，如“西塞山”“白鹭”“桃

花流水”以及“鳜鱼”等，并且引导他们利用想象和联想的方式

在头脑中构建起一幅动态的山水田园画。在此基础上，理解和体

会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和赞美之情。日积月累，使学生在不断审

美过程中，提升自己感知美的能力。

2. 提高审美理解力

审美理解能力有利于学生感受和吸取古诗词中蕴含的高尚情

操以及美好的道德修养，以审美感知为前提，也是人们观察美、

享受美、辨别美以及发现美的基础能力。鉴于此，在古诗词教学

过程中，教师事先引导学生从浅层次认识和理解审美对象，然后

从深层次分析和探讨审美对象的内在意义，在此过程中不断地积

累和探索，进一步形成他们特有的审美理解能力。长此以往，不

仅有利于改善和提升学生的审美态度，而且能够丰富他们的精神

内涵，使其积累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例如，在杜牧《江南春绝句》

的讲解过程中，首先，整体把握“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理解其中的景物描写。其次，

结合诗人创作诗歌的背景为唐朝统治者求丹问药，丝毫不顾及百

姓的生死。作者借助南朝，尤其梁朝统治者事佛的虔诚，到头来

是一场空，不仅没有求得长生，反而误国害民。在咏史怀古的同时，

借古讽今对唐王朝统治者委婉地劝诫。学生可在理解和学习古诗

词的基础上，能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而为成长过程提供优良

的思想指导。

综上，古诗词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可从多个角度入手，

如古诗词的思政因子，爱国精神、理想信念、教育因子、思乡情怀、

高逸情怀、情感要素等，使学生感知传统文化魅力；还可以将德

育贯穿古诗词教学全过程，践行立德树人；古诗词教学与校园文

化融合，创设文化环境；加强古诗词审美教育，提高学生审美能力，

如培养良好的审美感知力，提高审美理解力等，全面提升古诗词

教学有效性，助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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