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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设计论略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

魏传光 ，胡旖旎
（暨南大学 社会科学部 ，广州 510632）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设计包括课程内容设计、教学方法设计和课程文化

建构三个基本方面。教学内容应围绕“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文化与人生”、“文化与中国发展”

及“文化与世界”四大内容模块和“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三大重点

内容进行设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方法主要有文化比较法、文化实践法和文化情景法。

此外，一些课程必须建构“超越性”、“鲜活性”和“本土化”的课程文化，以提升文化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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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

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

实质是强调教育作为文化范式，需要承担人文修

养和道德理想培育的任务，赋予“人”精神力量和

文化素养。因而，2014年3月教育部颁发了《完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对新形势下加

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做出了部署。毫无疑

问，对学生进行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对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

益处。问题是，如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落

到实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设计基本进路有两

种：一种是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专门设置；另一种

是在多种课程中设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教学文化。本文立足于第二个进

路，以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

《基础》）为例，以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设计和

教学文化建构三个视角进行分析，探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设计。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内容设计

内容模块的设计是为教育价值追求的实现而

服务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不同成长阶段的

教育目标：小学阶段是培养文化感情和基本文化

认知；初中阶段是提高文化认同；高中阶段是增强

文化自信；大学阶段是培养文化创新意识和文化

传承的责任感。把这些教育目标进行归纳，可以

用形成文化自觉来概括。展开来讲，就是使受教

育者熟知中华文化的内在结构、精神特征和发展

演变的历史，以对中华文化有“自知之明”，在此基

础上认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信仰、态度以及

行为方式等，并具有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和自觉能力，并使其以复兴中华文明为己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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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样的价值诉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

程内容可以设计为四大模块和三大重点内容。

四大模块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文化与

人生”、“文化与中国发展”和“文化与世界”。每一

模块的内容都有具体的目标。“中国传统文化概

论”内容模块主要是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

刻的了解，做到熟知中华文化的精要，以增强学生

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文化与人生”内容模块

主要是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文化资

源，指导学生以中国文化的视角思考人生，形成崇

德向善的道德追求；“文化与中国发展”内容模块

主是使学生在了解多种文化，在主动赞赏和接纳

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使之为他人所理解；“文

化与世界”内容模块主要是使学生积极开展与多

元文化的交流和沟通，让中华文化积极参与到世

界新的多元文化体系建构之中。

三大重点内容包括“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

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家国情怀教育”即对

家园、国家的深厚感情，它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与

情感归属，是民族凝聚力的心理基础，是公民感受

到与国家相联系的精神纽带[1]；“社会关爱教育”的

重点是培养“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道德品质

和思想观念，使受教育者能够把个人与他人、个人

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做出整体性的理解，以达到乐

于助人、关心社会和尊重自然的状态和境界；“人

格修养教育”就是要使受教育者以传统文化的“君

子人格”为理想人格，自觉追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

质和行为习惯，夯实才能、才华和才干的人格修养

基础。

当然，不应苛求所有课程都能够承担这些教

育任务，也不能要求相关课程把所有内容模块都

纳入其中，而是应根据课程性质，选择其中一个内

容模块，加以提炼和提升。三大重点内容是对具

体内容的概括，并没有涵养所有的教育内容，不同

课程还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设定教育内容。就

《基础》课而言，它作为一门以理想信念、爱国主义

和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课程，它可以选择“文化

与人生”内容模块，并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

格教育和崇德向善的道德教育为重点教育内容。

1.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的最终体现是理想人格的形

成。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道德理想

人格，诸如“中庸人格”、“君子人格”和“内圣外王

人格”等内涵丰富，充满了人文精神，在今天仍然

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理应传承。如在人格主体

性方面，强调“为己之学”，提倡道德的自我建构、

自我完善；在人格志向方面，强调“士不可以不弘

毅，任重而道远”[2]114；在个人情操方面，强调“不义

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100，以及“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3]419；在人生困境方面，强

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3]864。当然道家“天人合

一”的人格理想，墨家“兼爱”人格理想等都是重要

的教育内容。这些教育内容，结合具体的理想人

格原型，如屈原、勾践、苏武以及苏轼等等，必然会

对中国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人格产生积极的影响。

2.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德向善的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

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崇德向善的价值理念和道德教

育的系统思想，崇德向善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特质。孔子指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

子怀刑，小人怀惠。”[2]51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仁、义、

礼、智、信”等道德规范，积淀在民族心理之中，已

有深厚的情感基础。其中，“仁”、“义”和“信”的道

德教育在今天尤为重要，应构成《基础》课程的重

点教育内容。“仁”的教育重点要放在“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2]171的层面上，以培养现代人的友善观

念；“义”的教育重点应强调“以义获利”、“以义制

利”，达到义与利的和谐统一。“信”的教育重点应

强调以“以诚育信”，通过对自然规律的崇敬和内

心的真诚达到外在的言而有信。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学方法设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需要借助有

效的教学方法才能达成，不同的课程和课程内容

应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一般来说，传统文化教

育的基本教学方法有三种，这些方法也可以在《基

础》课教学中加以运用。

1.文化比较法

文化比较法是文化教育中较为常用的方法，

早在古希腊时期和18世纪的启蒙主义哲学家那里

就开始运用，到19世纪已经形成基本的规范，成为

文化教育和研究中的基本方法论。一般说来，文

化比较法是在建立一定的价值标准下，通过比较

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同点和差异点，揭示出带

有普遍性的文化规律。当然，立足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的文化比较法，其目的是通过比较，让

—— 103



受教育者更加有兴趣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使其产生情感认同。

在教学活动中，文化比较法的运用要注意以

下两个问题：

（1）妥善寻找文化比较的规范和标准

我们知道，当今世界各种文化并存，气象万

千，表现各异。运用文化比较法，无法回避的首要

问题是：文化之间有无优劣之分？何者为优？何

者为劣？历史上，由于西方社会近代的崛起，在文

化领域中曾出现“西方文明中心论”，一些人也言

必称西方。后来有学者对此进行反思后，又提出

无优无劣论。但无优无劣论掉入了文化相对主义

的泥潭，使得文化比较失去了理论基础，在文化教

育中无法对文化价值进行选择、学习和借用。虽

然文化比较的标准建立到现在还是个难题，但立

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而运用的文化比较

法，必须建立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立场，通过

比较让学生重新发现已经失落的中华文化的宝贵

性和独特性，确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2）妥善选择比较的对象和材料

在文化比较时，一定要选择能够反映双方具

有典型特质的材料，尤其是在选择中国传统文化

的材料时，应选择能够真实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

的材料，比较时力求不偏不倚，目的是为让受教育

者接受与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文化实践法

恰当地开展文化实践活动容易激发受教育者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达到教育的目的。

文化实践法就空间来讲，主要分为校内、校外两种

文化实践空间。校外主要是引导受教育者对传统

文化进行实地考察、调研，作为一种投身现代社会

生活的方式，能够从中发现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

的内在联系。诸如有些高校已经形成多种形式、

多种类型的文化教育实践平台，像“中华文化之

旅”、“中国寻根之旅”等大型活动，每年组织几百

名学生利用假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亲身感受中

国文化的魅力。当然，校外文化实践更多地还是

要充分依托建立多个文化教育实践基地来完成。

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当地特色的传统文化、文物与

文化遗迹，定期组织学生对其进行参观和考察，以

形成对传统文化的深入认知。校内文化实践的主

要形式是开展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如中华

文化节、儒家文化节、中华传统美食文化节以及汉

服文化节等，让学生通过参与校园文化活动，挖掘

和感受活动背后的中华优秀文化内涵、价值观念

和思想精华。文化实践活动也可以依托学生自发

成立的传统文化兴趣小组来开展。

文化实践法以实践对象划分，可以分为文化

实物实践法、文化场景实践法和人文实践法等。

尤其要提出的是，人文实践法是一种有效的“以文

化人”方法，能够有效地实现“使人文化”的教育价

值，是在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织

开展人文精神的体验活动，就是一种人文实践

法。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对人的价值和人生意

义的关怀，诸如孔子的“仁爱”精神、墨子的“兼爱”

精神、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以及范仲淹的“先天

下”精神等等，而这些人文精神学生可以通过文化

实践法加以感受与体验。

3.文化情景法

文化情景法是一种在教学活动中引入或创设

的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文化形象为主体的，生

动具体的文化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文化态度

体验的教学方法。多媒体技术为文化情景法在课

堂上的应用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在《基础》课

中，可以创设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情景，利用听觉和

视觉，对教育者施加教育影响力。如《论语•子路》

第18章有关叶公和孔子关于如何对待父亲偷羊的

讨论，“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

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

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2]192虽然短短几句

话，但其中包含着丰富内容和道德争议的道德文

化情景，可以让受教育者在教学中进行角色扮演，

就可能遇到的情景展开讨论。

文化情景法还应使学生能够将传统文化运用

到当代社会情景中去解决现代问题。因此，传统

文化情境设立后，一般最后要转向现代情景。例

如“父亲偷羊”在现代社会里会遇到什么新问题，

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这都是新情景，通过情景转

换，可以促使学生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

比，更深刻地理解传统文化的社会背景，这样更容

易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文化建构

传统文化教育虽然需要依托传统知识的传

授，但其实质是价值教育，是要学生形成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与文化的认同。因而，需要建

构出由价值、规范、信仰以及表意象征符号等构成

的课程文化，以适应文化教育的特性。试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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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自身存在着文化缺失、

亏空与虚无，从而引致课程缺少人文关怀而呈现

粗暴化的状态，文化教育的价值目标怎能实现。

以《基础》课为例，《基础》课应主动地遵循文化逻

辑，在一种文化体系中理解课程本质及其属性，建

构“超越性”、“鲜活性”和“本土化”的课程文化。

1.超越性的课程文化品质

强调《基础》课要建构超越性的课程文化品

质，目的是避免使《基础》课在“教育市场化”观念

的引导下，成为为经济、就业和技能服务的课程，

而遗忘了“精神成人”和“文化养成”的职责。如果

《基础》课被现实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名利所

诱惑、困扰和束缚，其教育活动只是培养没有思想

和没有灵魂的工具人，其结果只能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要么被抛弃，要么被庸俗化。因而，超

越性的课程文化是《基础》课完成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目标的前提，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基础》课

以内化传统文化成果为己任，以创造性转化传统

文化，建构超越现时代的精神文化为担当。

2.鲜活的课程文化生命

由于传统文化教育属于价值教育，此类教育

的重大障碍是“课程学科化”。所谓“课程学科化”

就是以学科逻辑理解课程，以标准化、效率化及定

量化为课程诉求，以课程结构、课程方法及课程密

度曲线为主要关注点，以定义、判断、推理、分析、

综合、逻辑演算以及公理等符号系统为外在表

现。“课程学科化”之所以不适合价值教育和文化

教育，根本原因在于它会使课程凌驾于教师和学

生生活、经验之上，把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最真

实、具体、生动和富于生命活力的东西“去情境

化”、“去过程化”了。而作为比知识传授要复杂和

困难的价值教育和文化教育必须借助课程的“情

境性”、“体验性”和“互动建构性”才能产生实效。

首先，有了情景性，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文化体验才

具有可能的环境与条件。情境有助于激发学生在

文化教育中唤醒自我，并主动了解文化的意义。

其次，体验是文化教育的重要基础，如果体验性活

动不足，很难形成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深度理解。

最后，文化教育必须在“我们”之间完成，需要利用

交往、对话和商谈等互动方式进行，这样才能达成

良好的效果。

3.本土的课程文化意识

课程文化类型多样，因而《基础》课不仅要建

构课程文化，而且要建构本土的课程文化。本土

的课程文化就是立足于中国课程文化的现实问

题，对传统课程文化的要素实现创造性转化，最终

生成具有民族文化风格的课程文化。实际上，我

国的儒、道、释三大文化传统生成了具有民族独特

性的课程智慧和非常有益的价值取向、课程内

容。如儒家思想蕴含的中庸、和谐和对话的课程

文化，道家哲学中蕴含的自然主义的课程文化，释

家智慧蕴含的“禅思”、“领悟心性”等课程文化，等

等。这些传统的课程文化理应成为我国当代课程

文化的深厚底蕴，如果弃之不理，实在可惜。我国

的课程教学中所强调的服从教师的指导、服从集

体的利益以及强调和谐发展、共同发展等价值观，

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孝”、“礼”等范畴一

脉相承的。因而，不能对这些传统完全抛弃，束之

高阁，更不能妄自菲薄。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设

计是基于对内容、方法和课程文化的综合思考，为

了避免这些思考流于抽象化的玄思，本文以《基

础》课为例进行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

个综合系统，课程设计只是其中一环，而且不同课

程及其内容、方法和课程文化的设计应有其侧重

点。本文只是抛出初步思考，以希冀引发教学关

注和更为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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