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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国学经典进课堂助推人才培养质

量全面提升 

蒋大勋 钱正安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 凯里 556000） 

摘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国家的边疆偏远地区，呈现大杂居、小聚居、
交错杂居的特点，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接受国学经典熏陶的人群比例低、范围小、时间短、深度不够等问题。我们有着上下
五千年的优秀文化，充分挖掘国学中的经典，在社会、国家、家庭、个人之间形成学习国学经典的合力，让学校特别是高校成为学
习经典的主阵地，促使人们通过学习国学经典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促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不断要求进步，积极
工作，遵纪守法，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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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国学 

“国学”之意是指以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为载体，表现中华民族

传统社会价值观与道德伦理观的思想体系，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

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 

章太炎先生有一句话：“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

中国之所以能成立，它背后的精神性的东西就是国学。如果没有国

学，这个国家就不能自立。“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就

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立足于世界，一定有它立

国兴邦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当中所形成的共同的

民族文化心理和它的凝聚力，有的学者又把国学叫做国魂，一个国

家的灵魂。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这种文化认同、这种凝聚力、这种

自尊心，那会是国将不国。 

二、国学经典知识进课堂的必要性 

（一）当前社会不良现象突出，需加强国学教育，推进课程思

政，全面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灿烂文明中，传统道德始终以其独特的

风采和巨大的影响力闻名遐迩，这也是中华文明鲜明的民族特性和

魅力之所在。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正如老子

在《道德经》中所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

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

中“道”指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而“德”是指人世的德性、

品行、王道。尽管老子最早就提出了“道德”二字，但是，从这种

历史的优越感中走来的中国人，今天却发现危机。如三聚氰胺婴儿

奶粉、腐败、贿选、假货、诈骗等事件。 

（二）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国学进课堂教育存在诸多短板。 

1.学校的数量少，成立时间短，师资力量薄弱，经费投入不够

等情况显著。如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高职院校 3 所，分别

是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万达职

业技术学院（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丹寨万达校区）；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高职院校 3 所，分别黔南高等专科学校、黔南广播电

视大学、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学院；黔西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高职院

校 1 所，即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地区的很多高职院校都

是由以前的中职学校合并或转型升级而来，校舍功能的科学化、高

层次优秀师资资源匮乏，结构不健全、实验室设备总体老化现代化

智能化不高，课程设置多注重技术领域的教导，在用国学优秀思想

育人方面比较淡化。 

2.民族地区群众对高职国学教育的认可度不高。由于民族地区

长期以来经济比较落后，优质教育资源匮乏，接受教育的机会少，

有部分群众还处于听不懂汉语和不会说普通话的情况，思想比较落

后。他们很多人心中认为子女毕业后考上具有国家编制的工作才是

正式工作，其他岗位上班的被评定为找不到工作的偏激意识导向，

认为读职校出来后就是打工的想法，所以要求子女不管怎么样都要

去读本科，实在考不上了才选择就读职业院校，在这种心态下来读

的学生学习是很缺少主动性的。古人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乐之者。但是在我们新时期的建设中恰恰需要的是技术一

流，品德素养过硬的大国工匠。 

3.多年来重理轻文的价值取向，很多学生甚至家长认为学国学

无用。由于国学的学习对个人及社会的影响是一个潜移默化、看不

见摸不着、不能立竿见影产生经济价值的铸魂过程。在当今考试指

挥棒的作用下造成一个人从幼儿园经过小学中学到大学接触最多

的是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其他的国学文化课程

设置很少，几乎安排在下午上课或一些零散的时间。在很多高职院

校中很少开设国学类的课程，即使开也是用极少的课时通过公开课

或讲座的形式简略学习。 

4.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国学教师缺乏。 

民族地区的高职院校长期以来以理工科学科为主，社会科学课

程几乎没有或很少，里面的教师都是专业的理工类专业技术人才，

文科类教师呈现数量少、学历低、年龄大、不在专职岗位的情况。

国学课程很多经典深藏于先贤经典中，涉及古文颇多，需要长时间

的专研才能领悟，然而我们的教学由于没有专职优秀教师，只能用

其他科目的教师充当，不论是从备课还是上课方面的质量令人担

忧，讲课单一枯燥，很难抓住要点激发学生兴趣，导致学生上课效

率低下，昏昏欲睡。 

5.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教学信息化方式比较落后，远程获取优秀

资源的机会较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8 年 4 月 13 日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加快教育现代化和教

育强国建设，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是推进“互联网+教育”的具

体实施计划。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迅猛发展，将深刻

改变人才需求和教育形态。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教育信息化

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显著特征，是“教育现代化 2035”的重

点内容和重要标志。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不论是在硬件还是软件等方

面，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三、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国学经典进课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

措施。 

（一）政府应该重视把国学育人工作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

春秋战国时期，国民受到教育的程度很低，百姓愚钝，民智未开，

所以孔孟等先贤周游列国用儒家经典教化万民。在现实生活中，很

多人的不雅或不道德行为的根源在于内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这种自

觉和价值观；所以国家相应管理部门在教育领域多重视国学育人的

作用，为培养高素质，具备正确价值观的大国工匠提供良好的政治

环境。 

（二）营造民族地区高等院校良好的国学育人社会环境。 

民族地区的很多人认为，子女考上本科以上的大学才是有希望

的，如果读本地的大专院校是很无奈的选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在各个领域迫切需要的是大量具备高素养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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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甚至出现企业提前到学校订单培养等抢人才的现象。我们要

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宣传，用典型的案例等形式在高校和社会引导学

生、家长、学校等认识到应用国学经典教化育人的重要性，懂得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特别是出现留守儿童、留守妇女、

空巢老人等现象比较多的今天，用国学的教化人们懂得定位自己，

懂得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义务，懂得担当的人，让人们都认识到用国

学经典铸内心之魂的重要性的良性社会环境。 

（三）充分发挥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国学育人的主阵地作用。 

大学的根本任务就是为国家培养出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人才。我们所谓

的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和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

人。文化育人，指的是把社会理想和人类伟大精神沁入到大学生的

内心的进程，是向人们的思想理念注入人性中的尚德、进取、责任、

包容、感恩、良知、谦虚等美德的过程。 

（三）打造优质有关国学文化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充分利用

信息化智能平台，突破空间育人。把名校的资源通过信息化引入大

山深处，让民族地区的孩子接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助推人才培养质

量的提升和脱贫攻坚工作。 

（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民族文化大观园。黔东南州人

文景观绚丽多彩，民族风情浓郁迷人，保留完整。苗侗民族在长期

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如语言文学文化、歌舞

文化、体育竞技文化、民居文化、建筑文化、服饰银饰文化、工艺

美术、节日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传统医药文化等等。全州

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总计 969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7 处，州级文物保护单位 80 处，全州不

可移动文物总量在全省排列第一。 

2009 年“侗族大歌”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有 1 个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 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1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4 个县（市）级自然保护区；3 个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7 个省级风景名胜区；4 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有 23

个民族文化村寨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这些保存完整，特点

鲜明的独特文化构成了黔东南州绚丽多姿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五彩

缤纷的画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烂的明珠。这些经典

文化，可以通过信息平台，通过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形式，把具有

民族特色的经典搬出大山，让这些珍贵的资源走进各地高校课堂，

在分享、学习、交流中育人。 

民族地区的高职院校承担着培养素质高技术过硬的大国工匠

任务。学校领导层面要重视利用国学优秀元素育人铸魂的重要性，

学校在资金保障、课程安排、师资配置、场地供给、考核方式、校

园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努力安排。 

学校积极创新，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的

优势，开设网络国学经典选修课程。同时，聘请校外优秀国学大师

到学校授课，指导学生学习；对于有兴趣的学生可以采取现代学徒

制培养的方式向大师学习国学，进一步传承中华国学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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