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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树立文化自信，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宏观背景下，中华文化原典元素融入高校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中华

优秀文化典籍素材和资源具有显著的思想教育和引导作用，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核，在高

校的整体教育中应用中华文化原典育人模式就更具有适宜性。教师在面向高校大学生开展教育工作时，应

当首先明确中华文化原典的内涵以及内容素材的特征，通过基础学习与拓展性学习相结合、专业课与通识

课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出合理的中华文化原典育人模式，并充分发挥其在高校教育中的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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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原典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非常重要的精

华性内容。结合不同的课程教学目标和课程内容适当引入

中华文化原典的相关内容，是升华课程教学内涵、丰富课

程教学内容结构的重要方法。对优秀原典的教学与阐释，

不仅仅是文史哲专业教师的教学内容，其他专业的教师也

有必要利用原典中符合时代化要求的要素开展相关教育，

这也是优化课程思政教育的有效途径。高校教师只有结合

多方面的教育工作要求，通过融入多元化的教育引导方式

才能达到更好的育人效果。 

1  中华文化原典的内涵与特征分析 

1.1  基本内涵阐述 
中华文化原典是指在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宝库中所存

在的、能够反映我国文化传承与发展历程的原始典籍，这

些原始典籍不仅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素材，更是

反映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载体[1]。客观上，这些原始典

籍具有历史维度的收藏价值，若能够做到古为今用，在现

代的高校教育中引入合理元素达到思想引领和教育的目

标，则中华文化典籍的现代价值就会被成功地挖掘。从学

生的主观教学体验上来讲，通过对原始典籍的阅读和了

解，更能深刻和真实地体会到古人的智慧和精神，学生对

我国五千年文明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就会产生更高程

度的认同感，这不仅有利于提升面向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

效果，对于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

用[2]。 
1.2  基本特征阐述 
中华文化原典之所以在现代的高校教育中具有非常

深刻的应用价值，主要是由于这部分典籍具有非常典型的

特征。一是中华文化原典具有内容上的丰富多元性特征，

中华典籍浩如烟海，内容庞杂，其中精华者也是汗牛充栋。

高校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使得现代高效的人

才培养更加注重综合性，不仅要提高学生的专业学习能力

和实践能力，还要强调学生思想道德层面和信念理想层面

的认知以及所达到的层次[3]。中华文化原典内容上的丰富

性及其知识的专业性，意味着相应的典籍能够融入不同的

高校专业课程教学中进行应用，符合高校现阶段应用型和

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二是中华文化原典具有经典

性示范性的典型特征。传承至今的优秀的文化典籍都是不

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人们智慧的结晶，其内容的经典性

和重要性是非常突出的，这些典籍的利用价值不可忽视。

我们的大学要培养真正具有深厚文化底蕴，有大智慧，有

审美感受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最重要的一条路就是，返回

我们自己文化的根[3]。教师引导大学生通过对典籍的学

习，帮助他们理解和体会典籍中的示范性内容，从而获得

更直接的思想上的引领和震动。三是具有典型的人文性特

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表明，传统的人文性光辉成果更多

地凝结在文化典籍当中。原典的人文性特征及其呈现形式

甚至语言表达，通过一定的传授和接受，能在大学的教育

过程中起到很好的效果。 

2  中华文化原典育人模式的有效构建路径 

2.1  课堂教学与课外拓展相结合 
课内与课外结合的方式是实现中华文化原典全面融

入的有效途径。这种育人模式要想取得很好的效果，就需

要教师寻找多方面的切入点，在不同的教学阶段和环节运

用不同的素材和内容。利用中华文化原典推动高校教育工

作的开展，是对宏观教育政策的响应，也符合提升高校育

人内涵的要求。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当重视常规的课堂教

学与拓展性的教育教学的结合，通过课内与课外相互联动

的方式将中华文化原典的内容和素材贯穿于整个教育过

程。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在课内教学环节融入以原典元

素为基础的背景介绍或教学案例，然后教师可通过举办具

有实践性的读书沙龙、传统文化知识竞赛或古诗文朗诵等

活动将中华文化原典的内容延伸到课堂教学范围之外，鼓

励学生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积极拓展延伸到相应的课外

实践活动中，从而营造出良好的教育引导氛围，使学生充

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以春风化雨的方式对学生

进行潜移默化，激发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亲近感和认同

感。为取得更好的育人效果，在课内和课外教育教学组织

过程中，教师应当结合不同的课程教学主题和需求，掌握

多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引导方式，并积极应用如微课、多媒

体课件等教学工具，选取不同的中华文化典籍内容进行展

示和讲解，丰富内容的呈现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主观能

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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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专业课教学与通识课教学相结合 
不同的专业课程在具体的教育教学侧重点和学生的

能力培养要求上都是存在差异的。中华文化原典与专业课

程的教学融合是丰富专业课程内容的有效手段。从形式上

观察，有部分专业课与中华文化原典的结合的有效性和紧

密性似乎较低，但教师仍然可以通过挖掘专业课程的教育

背景寻找相关的原典元素，从而提升整个专业课程教学的

价值内涵，甚至提升学生对专业课程学习价值的认同感，

从而从根本上转变对专业课程的学习态度。例如，财务专

业类课程，在古代也有相应的文献记载，比较典型的代表

是《财经古文选》，在相关的典籍中不仅包括了一些治国、

富国的财政思想，也介绍了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物的思

想与故事。教师可以以此为例引导学生感受财务专业学习

从古至今的重要价值，让学生在枯燥的财会知识学习过程

中激发起学习兴趣，甚至能够使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有

更加清晰全面的认知。除此之外，学校方面还可以结合学

生的实际需求，酌情将一些与相关专业匹配的古代典籍原

文的理论课设置为选修课纳入到常规的课程内容体系中，

让学生感受到中华文化原典与专业课程之间的紧密联系。

只有通过古今之间的联系和融入应用，才能促使这些具有

时代价值的中华文化原典内容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出积极

作用，这也是对古代传统文化现代应用价值的一种挖掘和

探索。 
需要注意的是，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教师要注重原

典内容与时代精神的一致性。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原

典”的是先秦以及历代诸子的“原创”，特别是儒家经典。

原典中蕴含的价值追求和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

的血脉和灵魂。中华元典博大精深又浩如烟海，即使皓首

穷经也很难详尽其全貌，教师不可能把元典的全部内容都

组织到课程中或者教育中去，而且有些内容时过境迁，已

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教师要根据时代精神来选择

和组织课程内容。 
2.3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构建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来讲，理论是实践的支撑基

础，而实践则是检验理论的重要途径。从原典育人的角度

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师首先要弄清楚对学生的培养

目标是什么。具体来说，应该由三个维度的目标构成，即

知识与技能目标、过程与方法的目标、感情态度与价值观

的目标，三个维度的目标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当然针对不同的学生群体，课堂内外不同的教学模式，目

标的侧重点不一样。但无论侧重哪个目标，文化传承与个

体发展的结合是教师在设置教学路径时必须注重的。为了

使学生充分理解重要典籍存在的价值和相关内容包含的

重要意义，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的同时，

要注重实践活动的开展。同时在实践活动中注重情感体

验，教师可以带领或鼓励学生进行实地调查或考察，身临

其境地学习和了解中华文化典籍的存在性价值。笔者在开

展原典育人的过程中，每年都给学生布置参观湖北省博物

馆和湖北省图书馆典藏部的课外作业，学生普遍完成得非

常好，学生在实践环境中既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及浓厚的感染力，又深化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在文化原典育人的实践活动中，开展文化原典文本的

诵读是一种有效的途径。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所谓讲国学、

讲经典的教育机构，但是对于大学生来讲，自己对经典文

本的诵读更加重要。曾国藩在《家书》中说：“读者，如

《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非高声朗诵

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笔者是所在高校的国学社团指导老师，国学社团的学生涵

盖学校各个专业，社团的经典诵读活动在塑造学生高尚人

格，涵养浩然之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学生在对经典

的思考、体验、感悟的境界中养成具有正能量的价值观，

育人效果极其明显。 
优秀文化原典育人的实践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

境化和人格化的动态过程，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的时候已

经把知行合一的观念灌输给了学生。学生在各种实践活动

中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这种文化认同感就是一

种经验性的存在，是在强烈体认我们民族“历史的共同过

去”的基础上将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内化为主体人格的心路

历程。因此，教师在规划原典相关课程时，可以相对压缩

理论学时，加重实践学时的比重，并且设计多层次的实践

活动。 

3  结语 

总之，高校教育中，中华文化原典的应用有多种不同

的切入点和方式方法，教师可结合不同的专业教育及培养

目标，在不同的课程教学环境和内容体系中用适当的方法

融入中华文化原典的相关内容，一方面丰富与拓展学生的

理论知识学习范围；另一方面也使得学生在思想上和精神

上受到更深层次的教育和引导，充分发挥出这种创新育人

模式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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