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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导读》课程思政内容体系探究 
刘玲 

（大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  黑龙江大庆  163712） 

摘要：《先秦诸子导读》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选修课程，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课程目标。通过有意识的设计课程教

学内容，构建一条贯穿课程教学始终的思政脉络体系，如儒家的仁爱精神，道家的自然主义，墨家的平等博爱，法家的公开公正等

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有利于当代大学生培养爱国情操，塑造健全的人格，树立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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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导读》课程是一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探究中国文

化思想源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专业选修课程。春秋战国时

期中国社会发生的思想巨变，确立了后来中国传统思想演变的基本

脉络。可以说，今天诸子百家思想仍然给我们当代人很多有益的启

示，为我们创造当代中国的新文化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因此在《先

秦诸子导读》这门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既是课程思政的需要，

也是这门课程本身一直所蕴含的重要内容。 

课程思政，除了确定思政育人目标外， 好还是要构建课程教

学内容中的思政体系，使得思政育人目标有的放失，可以得到有效

落实。因此构建一门思政课程 重要的是将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素

抽丝剥茧，建立起一条贯穿课程教学始终的思政脉络体系。《先秦诸

子导读》课程在讲授上通常会选取对后世 具有影响力的儒墨道法

诸家，可以说此四家基本上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 为基本的价值关

怀和 为基础的经典依据，其中蕴含着许多“思政”元素，中华传

统文化中的民本、仁爱、诚信、正义的思想精神，都能在先秦诸子

思想中找到源流。除此之外，伟大先贤的人格魅力，高尚情怀，忧

国忧民的爱国情操都会深深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一、儒家的仁爱精神 
“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中，儒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一

定程度上说，儒家思想就代表了传统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价值和行为

准则。”[1]孔夫子的出现奠定了道德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确立

了以“仁”为主的儒家思想体系，发扬了以仁义之道为主的儒学精

神，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千古圣人”。儒家经典《论语》一书

中，孔子经常与弟子探讨“仁”，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

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樊迟

问仁。子曰：“爱人。”[2] 可以说“仁者爱人”，是孔子对“仁”的基

本规定。仁者爱人包含了仁爱、关怀、体谅、包容等一切美德，是

处理人际关系的 高准则。 

儒家亚圣孟子进一步确立了系统的儒家“仁政”思想体系，正

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在孔子所确立的以“仁”为主的儒

家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孟子加入了“义”的重要元素。作为中华文

化核心价值的“义”就是“正义”，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舍生而取义”等，是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正是因为有了

这种精神，每到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才

会涌现出那么多的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 

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内在道德是否完善也成为衡量一个人

的重要准则。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儒家道德要求，坚持礼义道德，就

是坚持了儒家的仁义之道；同时内求诸己，不断修身养性，提升自

我，帮助他人，体现的就是儒学的仁爱精神；此外，修已安人，自

强不息，提升社会责任感就是儒家所追求的君子品行。可见，作为

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上千年的儒学对于构建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价值观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可以从道德的高度涵养学生

的精神品质。授课过程中，对于儒家思想的深入阐释，对于儒家仁

爱精神的深刻解读既是课程本身的学习重点，同时也是思政育人目

标的具体体现。 

二、道家的自然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是由儒家和道家一起构成的。道家创

始人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他不仅开创了道家

学派，并且提出了另外一种区别于儒家的思维方式。“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

万物将自化。”“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

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谓弗居，是以不去。”[3]面对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混乱，老子的见解与儒家不同，他认为造成当

时那种社会乱象的原因就是人们的贪欲之心、争斗之心，因此只有

遵循自然无为的“道”的规律和法则，才能重建合理的世界。可以

说老子之“道”所蕴含的不争不贪、少私寡欲、虚怀若谷、与人为

善、功遂身退等一系列思想，对于当代社会上追逐功名利禄的人们

有着重要的启示。 

庄子进一步发展了道家的思想，他更深刻地看到了当时社会的

黑暗和苦难在于人的精神的不自由。在当时那个战乱的时代，人们

不仅仅遭受到战争的摧残，精神也饱受折磨。庄子是黑暗世界的清

醒者，也是批判社会的思想家，他继承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进而

提出了“逍遥无待”的人生追求，也就是真实和自由。在讲授道家

思想时，应注意启发学生以一个积极的视角关注这中国传统文化的

又一形态，回避道家的消极思想，引导学生思考老子自然主义思想

的现代意义，或是庄子的自由与超脱。道家思想强调自然无为，注

重社会的和谐科学发展，注重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体现了传统与

现代的对接。 

三、墨家的平等博爱 
墨家的创立者是墨子。墨子出身于贫民阶层，更关注下层劳苦

大众的利益，被称为“平民圣人”。与儒家思想相比，墨家思想更加

关注的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墨子一生曾到处奔走去阻止各地的侵

略战争， 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因为军事

实力强大的楚国要去攻打兵力弱小的宋国，墨子便连续赶路十天十

夜来到楚国的都城，与楚王和公输班进行了一场模拟性的“军事演

练”，又靠着有理有据的论断成功说服楚王，挽救宋国于危难之中。

墨家的立论都是基于现实的层面出发的，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

局面，在墨子看来，就是要提出能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因

此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不义之战，提出墨家思想的核心学说“兼爱”。

正所谓：“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摈弃当时等级森严

的阶级观念与宗法观念，强调无论身份地位，亲疏远近，人与人之

间都应该平等博爱。此外墨家鼓励奋发有为，积极劳作，改造自然，

治理社会，反对铺张浪费，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对于当

代青年学生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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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家的公平公正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 后成熟的一派，而且对中国二千多年的传

统政治结构产生了极为深远地影响。从思想根源来说，法家主张以

法治国，强调明刑尚法、信赏必罚，经济上主张发展经济、富国强

兵等，是符合当时的进步思想潮流的。法家关注现实政治，不关注

历史与未来，受到了当时各诸侯国的重视。法家集大成的思想家韩

非子系统的阐释了法家的思想主张，虽然法家讲究君主独裁，但也

不乏很多进步的观念，如“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法不阿贵，

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

赏善不遗匹夫”[4]等，这些思想主张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执法的公开、

公平、公正的进步观念。可以说这些初步具有现代性的法治观念，

是社会进步的基石。 

课程思政目标不是简单或是生硬的在教学内容中加入思想政治

理论内容，而是要寻找教学内容中的契合点，把它作为育人的载体，

进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目的，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

时提升思想觉悟。《先秦诸子导读》课程在授课中，构建如上所述的

一系列具有思政教育意义的脉络体系，相对应的设置教学任务，激

发学生主动思考，联系实际，加强文化自信。如在诸子第一家儒家

思想的讲授中，把握住儒家所提倡的仁爱道德对人的成长教育的重

要作用；道家思想强调自然无为，注重社会的科学和谐发展，在学

习老子思想的同时，引导学生思考“老子自然主义思想的现代意义”；

墨家思想强调兼爱、节约、平等，反对铺张浪费，在墨家思想作品

的学习中，组织学生思考“墨家精神的时代价值”；法家主张依法治

国，留下了公开、公平、公正的治国理念，在学习法家思想著作时，

引导学生思考法家思想的进步意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财富，对于大学生而言，这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必将

成为塑造新时代大学生对人生充满责任感，使命感的重要精神财富。 

五、《先秦诸子导读》课程思政的育人要素 
《先秦诸子导读》课程讲授中，以儒墨道法各流派为贯穿，深

入为学生阐释讲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本课程使学生全面了解先秦

诸子思想的精华部分，扎根传统，面向当代，构建以仁爱、平等、

诚信、法治为核心的基于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以此为基础，深入

理解、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要点，为传统文

化在当代复兴贡献力量。 

1.培养爱国思想 

从人类思想史发展的基本事实来说，中国先秦时期哲学思想的

产生不同于西方哲学，儒墨道法等思想无一不是先哲们忧国忧民的

体现。《先秦诸子导读》第一章首先要学习的内容就是先秦诸子兴起

的原因。在这一部分，学生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先秦诸子产生的历

史背景，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礼坏乐崩，诸侯争霸，社会战乱，民

不聊生的社会状况，正是基于此，孔子、墨子、老子、孟子、庄子、

韩非子等等纷纷著书立说，希望通过自己的思想主张救亡图存，救

世解纷。因此伴随着私学的兴起，士阶层的崛起，先秦诸子思想在

那样一个时代迎来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这些闪耀着爱国主义精神的

光辉思想无疑不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奠定了我们

中国人的爱国思想根基。可以说爱国精神是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文学

史的一大主题，中国古代的先贤们，诸如屈原、杜甫、陆游、范仲

淹、辛弃疾、文天祥等爱国文人，早已成为文学史上闪耀千古的爱

国主义文人的代表。并且每到民族危亡的时刻，总有一些仁人志士

继承这些优秀传统，关心社会，关注国家命运，为民族大义而奋斗，

为民族危亡而呐喊。当代社会，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更是青年大学生

必不可少的一课。 

2.塑造健全人格 

课程思政的主要目标是在完成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水平提升的

情况下，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高尚的品质，潜移默化地塑造学生

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先秦诸子各大思想家都有着巨大

的人格魅力，如孔子、孟子、墨子、庄子、老子等等，无不受到后

世的追崇。课程讲授中每一章节都会详细介绍先哲们的生平经历以

及思想主张。孔子出生贫困，勤学苦读，周游列国，广收门徒，诲

人不倦，以巨大的人格魅力流传千古；孟子善养“浩然之气”，“造

就了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

这是难能可贵的人格意志和高尚的人格境界。这种顶天立地的大丈

夫人格和浩然正气的精神成为后世君子追求的目标”[5]；墨子能言善

辩，逻辑严谨，一生到处奔走呼号，去阻止不义战争，自己却穿着

破衣草鞋，面目黧黑，这种舍己为人，舍生而取义的无私奉献精神

使得他在沉寂了二千多年之后仍能在现代社会绽放出光彩；老子作

为我国 早的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立论虽高远，却关注现实

政治，善于总结规律，倡导自然无为，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

范式；庄子一生追求自由，不为名利所累，不为世俗所羁。所有这

些先贤们树立的人格典范对于塑造当代大学生的健全人格有着积极

向上的引领作用。 

3.树立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早在公园前 800—公园前 200 年间，世界

范围内，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在不同

区域几乎同时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为人类文明时代的到来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史称“轴心时代”。中国先贤们自然也为人类文明的

到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思想史上来说，春秋战国是我们中华民

族可以引以为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先秦诸子大家云集，据《汉

书·艺文志》记载，此时期一共有诸子 189 家，著作 4324 篇，其中

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家，唯有小说家

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其它诸家纷纷著书立说，为中华民族

浓墨重彩地留下了一部华彩乐章。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言：“这是一场

历时三百多年之久的跨世纪大辩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留下了建设家园的美好理想，留下了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留下了

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留下了指导人生的智慧结晶。”[6] 

《先秦诸子导读》课程思政旨在通过构建一条清晰的思政教学

脉络体系，把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化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目标，教

育学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立场，深刻理解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进而有意识地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

观，自觉融入和增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学生认识到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具有灿烂辉煌的文化成果，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根基，让学生了解

中国文化的成就，培养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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