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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儒家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关系

【摘     要】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史中，积累下了大量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这也是当代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

融合是近年来我国教育发展一大趋势，这与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度提高有很大关系。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极

具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其核心思想和价值追求中很多内容都与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一致性，这也决定了儒家文化融入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本文将针对儒家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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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我国的
文化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于日本、韩国、朝鲜、
新加坡等国家的文化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儒家文化虽然产生
于先秦时期，但其中很多优秀的思想内涵，即使在今天仍旧具
有着积极的价值，能够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正向的影响。探索儒
家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正是为了促进两者间的有
机融合，发挥两者间相辅相成的作用，以此更好的保障大学生
思想意识的健康发展，以及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呈现。

一、儒家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核心价值追求具
有一致性

1.对高尚个人品格修养的追求
儒家思想中有着“修身”的主张，强调君子应当注重自身

的品德修养，如《论语》中有“吾日三省吾身”，是强调自省；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强调重义；“能行五者于天
下，为仁矣”，其中五者为“恭、宽、信、敏、惠”，这些都
体现了儒家文化中对高尚的个人品格修养的追求。在现代高校
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将培养大学生高尚的人格修养与道德情
操作为重要目标，强调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帮助大
学生塑造健全人格，提升道德修养，并以此对大学生行为产生
积极的引导，为大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1]。由此可见，
儒家文化与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对高尚个人品格修养的追
求上是基本一致的。

2.对远大个人理想抱负的追求
儒家文化中还主张个人要有远大的理想信念，要不断进取。

如在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之一的《大学》中就给出了人生理
想的实现步骤，即“八条目”，具体包括：格物、致知、诚意、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平天下”是个人理
想最高境界。论语中载有“吾十有五而志学”、“博学而笃志”
等内容，《易经》中也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观点，
这些都反映了儒家文化中对远大个人理想信念的追求。当代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理想信念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旨在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工作的开展，引导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坚定人生信念，并为之不懈努力 [2]。由
此可见，儒家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对远大的个人理想信
念的追求上是具有一致性的。

3.对和谐友善社会关系的追求
“仁”是儒家文化中的重要核心思想，孟子将“仁”的思

想解释为“仁者爱人”，主张施行“仁政”。《论语·学而》中
则有“礼之用，和为贵”的观点，认为人际交往中应当以礼待人，
以和为贵。在孟子、荀子两位儒家思想代表人物的观点中也普

遍强调“人和”的重要性。《论语·子路》中又有“君子和而不同”
的观点，所主张的则是在社会关系中追求总体和谐但保持各自
个性独立，而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在对大学生个人思想
引导中，就强调“团结、友善”，培养大学生的集体意识，同时，
还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核心思想纳入到了思想政治教育
范畴当中，这些都为大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也有利于和
谐友善社会关系的建立 [3]。由此可见，儒家文化与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在对和谐友善社会关系的追求上是具有一致性的。

二、儒家文化传承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具有相
辅相成的关系

1.儒家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支持
教育素材支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需要一定的

素材作为支持，丰富的教育素材运用可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
创新，并避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枯燥乏味感。儒家文化兴起
于先秦时期，由春秋时代的孔子创立，至今经历了超过 2500 年
的发展，也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儒家文化体系中，有着
很多具有教育价值的理论观点、文章典故，这些都可以成为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以这些素材为基础，通过多样化的
形式呈现给学生，以开展教育实践，不仅能够增强思想政治教
育的趣味性，还能够发挥儒家文化精神内涵对大学生思想的积
极引领作用，增强大学生的文化底蕴，更有效的促进大学生思
想的健康发展。

教育理念指导。儒家文化中还蕴含着中国古代的教育智慧，
其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因材施教理念、知行合一理念、全人教
育理念、言传身教理念、学思并重理念等，对于当代教育也具
有着积极的指导价值。在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正可
以将儒家文化的教育观作为参考，重新审视现有的教育理念，
充分汲取儒家文化教育思想中的精华成分，对现有教育理念进
行不断丰富和完善，并对教育实践做出有效的指导 [3]。如在思
想政治教育中加强对学生个性特点的关注，提高对学生主体地
位的重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培养学生
博学慎思的良好习惯等。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儒家文化传承提供助力
提供传承载体。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离不开有效的载

体作为基础支持，在文化思潮多元发展的今天，儒家文化已经
不再具备统治地位，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过时的思想，这些也
导致儒家文化传承载体日益减少。将儒家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相结合，正能够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儒家文化的传承载体，
让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中，更多地接触到儒家文化
的精髓内容，加强对儒家文化了解，培养对儒家文化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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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将儒家思想中的精华成分融入到高校校园文化当中，以
校园文化氛围的潜移默化实现对大学生思想的有效引导，发挥
儒家文化积极的教育价值。具体实践中，可以组织儒家文化主
题的校园活动，如征文比赛、演讲比赛、主题辩论赛、经典诵
读活动等，也可以利用校园内的广播、宣传栏等，将儒家文化
思想精髓的解读展示给学生，此外，还可以通过在校园新媒体
平台，开设专题板块，形成全面覆盖的校园文化氛围，在耳濡
目染、潜移默化中，以儒家文化的优秀价值对大学生思想进行
教育和引导。

3.培养良师，言传身教，传道育人
儒家文化中本身便强调言传身教，只有教师以身垂范，才

能使学生信服，进而为学生树立学习的榜样。儒家文化与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也需要注重教师的思想建设，教师
首先应当对儒家文化中积极的核心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并从自身做起，以儒家文化中的思想精华进行自身的思想建设，
同时在行为上加以践行，为学生做出示范。在身教的同时，配
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言传，使学生感受到教师言行上的统
一，增强学生对儒家文化精髓内容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在这一
过程，也能够帮助教师涵养自身的文化气质，塑造良好的人格
魅力，从而增强教师人格上对学生的吸引力，这也能够为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良好基础。

儒家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核心价值追求上是具有一
致性的，同时两者间还具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因而在当代高
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应当加强儒家文化的融入，发挥儒
家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持作用，同时借助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实践，为儒家文化提供传承载体和创新支持，实现对儒
家文化优秀成分的传承发扬，以此来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以及当代教育事业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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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更加自主的探究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同时，在思想政治教
育实践中，使儒家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逐渐渗透到学生思想意识
当中，内化为学生思想的一部分，并对学生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儒家文化精髓的传承 [4]。

助力创新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传统文化的思想内
容都已经逐渐与时代需求相脱节，进而失去了传承发展的空间，
儒家文化所面临的处境也是如此。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核心动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儒家文化的融合，实质上也是新时代教育
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可以寻找当代社会主流
价值观念与儒家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之间的共性特征，实现传统
文化与新时代思想的有机结合，并从时代发展对大学生思想成
长的需求出发，赋予儒家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突出儒家传统
文化在当代教育事业中的应用价值，进而借助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实践促进儒家文化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三、促进儒家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建议

1.精挑细选，取其精华，择优建库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对待一种文化的科学态度，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实现对儒家文化的有效融合，并发挥
儒家文化的积极价值，也需要坚持这一原则，精选儒家文化中
积极的、健康的、正向的精华内容，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当中。
高校应当做好对儒家文化精华成分的筛选和积累，将适用于思
想政治教育的优质素材收集、整合起来，并进行有效的再加工，
根据不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实际需要，制作成相应的教学资源，
建立高质量的儒家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数据库，以丰富的资
源储备和便捷的资源应用，为儒家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价值发挥提供保障。

2.营造氛围，耳濡目染，潜移默化
校园文化氛围的隐性教育功能发挥，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儒家文化与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融合，不仅仅可以通过显性教育中的直接引入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