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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热”之我见 
李诗洋 

（昭通学院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云南昭通  657000） 

【摘  要】国学是我国优秀璀璨的文化，在全球化不断蔓延的今天，在全球化浪潮中既要做到广泛交流，又要坚持我

国文化的自信。在幼儿园、中小学、高校的教育中都融入了丰富的国学内容，“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落

地开花，社会媒体对国学内容也进行着传播。这不仅使国学能深入学生和国民的心，还能传播至世界各国，

丰富了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在这过程中，我们应该辩证的来看待，在“热”中冷静思考，使国学更好地持

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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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中华民族在繁衍生息中创造的独特绚丽的文

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国学也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但同时韩流、日流等外来文化不

断侵入国人的思想，美剧、韩剧等越来越获得年轻人的青

睐。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发扬与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提高文化自信，在全球化浪潮中既做到广泛交流，又能坚

持和保护自己独特优秀的文化，于是“国学热”不断蔓延

深入。 

1  什么是国学 

国学不是单指哪一个门派的思想，也不是单指四书五

经，而是一个丰富的文化体系整体。张立文教授指出：“国

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见证者和文化载体，其间有哲

学的智慧、深邃的洞见、豁然的启示、成金的点化，培育

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塑造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伦

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宗教信仰乃至风俗习惯。”

由此可见，国学是一个拥有广泛内涵的概念，它关系着我

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2  “国学热”的表现 

2.1  国学的热潮蔓延至学前 
笔者从云南省的多所幼儿园了解到，大多数的幼儿园

教学都涉及到了国学的知识，有的私立幼儿园更是以国学

教学为博人眼球，争取生源的手段。在课堂外，一些少儿

国学班也成为了家长们所青睐的地方，这些国学班的学费

不菲，可这并没有减弱家长们的热情。孩子们在国学班里

穿上汉服，诵读先贤的作品，学书法，进行传统文化的熏

陶。家长们认为，从小接受国学的熏陶，能使孩子们陶冶

情操，养成良好的品德。 
2.2  中小学教材中融入许多国学内容 
教育部在 2001年启动了从幼儿园到普通高中的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之后，各个出版社在新版的语文课本中大

幅度增加国学内容，为国学“加餐”，国学内容的占比超

过了整个语文教材内容的三分之一。 
2.3  高校“国学热” 
大学也兴起了学国学，诵经典的热潮。2012 年，沉

寂了半个多世纪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再次成立。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的前身是 1925 年成立的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
门，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国学大师曾在此

任教。作为我国顶尖的大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恢复无

疑是“国学热”的大潮在高校中的体现。2012 年，山东
大学成立了儒学院，其中针对本科生教育的“尼山学堂”，

第一批选拔招录了 24 名爱好中国古典学术的学生，这些
学生分别来自于历史、经济学、化学等数十个专业。这些

学生在课程学习期间，打破文史哲界限，对优秀的国学知

识进行学习。 
2.4  孔子学院“建院热” 
截止 2019年 12月，我国已在 162个国家(地区)建立

了旨在传播中华文化、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 550所孔
子学院和 1172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孔子学院自创办以来，
在全球多个国家纷纷“开花”，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

重要平台，累计为数千万各国学员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

化提供服务。 
2.5  现代媒体对“国学热”的推动作用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报纸、电视、网络上逐渐出现

了国学内容，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一系列宣传传统优秀文化

的节目和比赛，如《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中国

成语大会》等，这些雅俗共赏的节目，重新唤起了社会大

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李子柒凭借其自导自拍的

古风美食短视频在网络走红，视频里描绘的就是中国诗词

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传统模样，视频在国外

也有非常大的播放量，在国内外又掀起了一波了解中国传

统的热潮。可以说，现代媒体对“国学热”起到了很好的

推动和促进作用，“国学热”因为媒体的介入变得更热。 

3  “国学热”之我见 

当下，国学在我们生活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国学

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怎样的收获，有没有必要学习国学

呢？ 
3.1  现在的“国学热”，是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

化的背景下出现的 
如何在文化多元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爆炸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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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既能融入其中，又能保持自身的独特性。文化是区

别于其他群体的符号，“国学热”的背后也体现了中华民

族的民族认同问题。全球化和信息化缩小了全球各国的距

离，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机会

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是，人们开始把目光聚焦

在圣诞节、西方情人节，韩剧、美剧占据了年轻人的大部

分生活等的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国学这一中华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则悄然生息的变得火热起来。这样的现状不仅说

明了我们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也说明了中国

人对于中华民族这一身份的高度自豪感和认同感。 
3.2  对于“国学热”蔓延至学前这一现象 
我认为，在学前阶段让幼儿接触一些国学的启蒙教材

是有必要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孟宪实教授说：

“学英语是一种技能培训，而学国学是一种人格教育和道

德观培养，这才是根本性教育。”他认为，对于孩子来说，

学国学比学英语更重要。英语作为一门语言，是认识其他

文化、与人进行交流的工具；而国学是对孩子的品行修养、

德行品格进行的培养。人的一生好比一棵树，人格教育和

道德品质培养就像这棵树的根。如果在这一阶段我们给树

苗施了适量的肥，保证了根系的发达，那这棵树就能很好

地长大。而英语则相当于这棵树的一根树枝，不是说它不

重要，而是只要根扎得实，扎得稳，那枝繁叶茂对于这棵

树来说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虽然学前阶段的国学重要，但是不能光是注重对幼儿

道德品质的培养，使幼儿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他们

进行生活技能培训也十分重要。有人说幼儿园、小学的时

候是在进行价值观教育，中学的时候进行理想教育，到了

大学进行的却是生活技能教育。如果一个人不具备基本的

生活技能，不能独立自主的生活在世上，那他的理想、价

值观又从何谈起？在家庭教育中，言传身教是非常好的方

式，如果家长不懂得做人的规范和儿童心理，不能给孩子

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那孩子即使学到再多的知识，也可

能会存在很多问题。 
3.3  面对“国学热”，有人一味推崇，也有人极

力反对 
推崇的人们认为国学对人的发展有积极作用；而反对

的人大都认为，我们所谓的国学中包含了不少的糟粕，例

如封建迷信、“三从四德”等。其实，学国学并不是什么

都学，不假思索，不加选择，抓到只要是国学的内容就开

始学习。我们要辩证地来看待国学，要做到去伪存真，去

粗取精。 
在当代不少的古代思想被人们所曲解了，最好的例子

是中庸之道这一思想。现在很多人认为，所谓的中庸之道

在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发展中呈现出一些负面的作用，他

们认为中庸之道是平平常常的意思，是一种既不冒尖、也

不落底的状态，凡事只要过得去就行了的态度。其实，中

庸之道是君子之道，是传统儒家修行的法宝，是教育人们

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

过程，从而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成为理想人物。

我们在做人和做事中，要讲究度，既不过分，也无不及，

不好高骛远，也不悲天悯人，以中为贵。由此可见，人们

由于对一些国学知识不熟悉，所以导致了对这样一个重要

思想的曲解，由此为依据去排斥国学，国学是多么的冤屈

啊。 
3.4  纵观个体的接受教育的过程 
从幼儿园起，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思想就贯穿

于家长的教育理念中，于是很多孩子自此就开始了填鸭式

的学习模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下去，可以说竞赛式的学

习贯穿了人的大半生，以成绩论成败，以文凭论英雄。现

在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多少是因为对这个专业感兴趣而去

学习，继续深造的；又有多少人是因为有这个文凭，能给

自己带来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而去学习的。一个人从幼儿

园到大学毕业，需要经过长达 19年的时间，在这 19年里，
我们需要不间断地去学习知识，而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礼

仪规范，在一些时候却不是教育的重点。是否只要拥有更

多的知识，我们就更能获得幸福的生活呢？我想没有谁能

很坚定的肯定回答。 
国学教育，就是要通过传统文化，填补现代教育的空

白，把人们从现代教育中所丢失，但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东

西找回来。为什么社会上“老人跌倒了不敢扶”现象比比

皆是，为什么“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只能作为现代人所

羡慕的生活，为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在很多人看来只是一个理想状态。我想，这些现象

的原因离不开基本的为人规范、基本的道德礼仪在教育中

的缺失。 

4  结语 

国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的整体体系，是各民

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

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

又极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一过程中，各民族创造出来的

灿烂文化。目前的“国学热”对于普及传统文化、增强中

华民族认同有促进作用，对人的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但

是，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抓到什么就学什么，也不能一棍

子把它打死，如何引导这股热潮还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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