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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使优秀人才成为各国竞争要素。为切实提升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确保大学生在构建和谐

文明社会中发挥出重要推动力,国家及教育部门提倡在高等院校中融入国学教育内容,借助我国优秀国学文化,切实提升大学

生思想意识高度及文化创新能力。本文就基于此,对国学教育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意义及具体开展措施进行相关概

述,旨在充分发挥出国学教育积极作用,向社会输送更多具备高度人文素质的优秀人才。 

[关键词] 国学教育；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 

 

前言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学教育重回高等教育舞台,各

大高校纷纷开设国学教育学科,以期通过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切实提升当代大学生民族自豪感及使命感。随社

会全球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为进一步巩固与夯实国学教

育在高等教育事业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国家及教育部门又提

出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与革命传统教育力度,培养适应现

代化建设所需新人才等方针,如何充分发挥国学教育积极作

用,切实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已然成为各大高校及相关教育

工作者共同研究课题。 

1 国学教育理论研究 

国学一词 早指代国家学府,如汉代太学、明代国子监

等。在清末民初,西方文化传入我国,人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称

之为国学或旧学。现阶段关于国学的定义尚未出现明确界定,

但在当代大众意识中,国学主要就是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特别是对社会发展具有推动意义的优秀文化。 

而国学教学就是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教育主体,

通过弘扬传统优秀思想及作品,切实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增

强学生民族意识,不断完善学生人格。 

2 国学教育在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的重要意义 

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衍生物,可深刻体现出民族

及国家的发展历程,指明民族及国家未来发展方向。而国学

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合体,将其深入贯彻落实到高等

教育工作中,对培养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2.1 国学教育可切实大学生文化素养 

就目前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片面追求专业教育,忽

视人文教育等问题,使大学生人文素养及文化底蕴普遍处于

有待提升阶段。而将国学教育有机融入到高等教育工作中,

可通过挖掘中华传统优秀作品内人文价值,切实激发出学生

对人文及民族活动参与积极性。大量经典国学作品内涵盖了

古代人民长期以来积累下的文化知识,如儒家国学经典所宣

传的仁、义、礼、智、信等思想现如今已然是社会道德标杆。

在高等院校中开展以学习此类国学经典的活动,可作品中优

秀思想品质潜移默化影响学生行为。 

2.2 国学教育助于大学生人格品质的健全 

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大学生不仅受到

网络良莠不齐信息的考验,更面临未来繁重的就业压力。部

分学生对前途感到迷茫,学习动力下降,道德及责任意识更

加薄弱。而将国学教育融入到现代高等教育中,可将中华民

族几千年传承下道德精神传授给学生,弘扬优秀传统作品所

展现出的古人社会责任感及高尚的道德品质,鼓励学生不断

反思自身存在问题,帮助学生健全人格,更好适应未来社会

生活。 

2.3 国学教育能够增强大学生民族意识 

社会经济及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使大学生获取信息的

方式多元,获取信息覆盖面更加广阔。部分学生因尚未树立

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社会观,极易受外来不良文化影

响,导致民族文化自信心不足,人文素质较低。因此为切实

增强学生民族意识,使当代大学生成为能够推动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主力军,相关教育工作者就应认清造成学生民族

自信心不足问题的症结所在,积极开展国学教育活动,增强

优秀文化作品及思想理念的宣传力度,使学生认知到国学

内蕴含的优秀中华文化价值,切实提升自身民族自信心及

自豪感。 

3 利用国学教育培养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基本途径 

3.1 注重国学教育课程的开设 

增强国学教育课程开设工作重视度,进一步提升国学课

堂在高等教育总课程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围绕弘扬国学

精神、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目标,将国学教育课程

纳入到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标准课程中。针对国学教学工作,

创设专门国学课程建设研究工作组,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有效

沟通,认清学生学习兴趣及学习需求,深入研究经典国学作

品,将适宜当代大学生学习,可更好培养学生人文素质优秀

作品作为国学课程重要教学内容,为促进国学教育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3.2 不断创新国学教育手段 

基于当代大学生思想特征及学习需求,不断创新国学教

育手段,更好激发出学生对国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具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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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将多媒体技术融入到国学教育课程中,将优秀国学作品

以声、像、图、文等方式展现在学生面前,鼓励学生说出自

己对国学作品的独到见解,切实提升学生对国学课堂的参与

积极性,使学生深刻感受到国学魅力,自觉自愿以优秀传统

道德品质规范自身行为。 

3.3 积极组织国学教育活动 

注重国学教育活动的举办,支持鼓励学生自行组织与国

学相关的活动,确保学生能够在学习国学、参与国学的过程

中提升自身人文素养。一方面,以学校为主体,举办大规模国

学知识讲座,更好扩宽学生国学视野,通过聘请专家对优秀

国学作品进行细致剖析,使学生深刻认知到国学精神及国学

现实价值；另一方面,以学生为主体,鼓励学生创办国学社

团、组织小型国学宣传活动,让喜爱国学的学生拥有更多相

互交流的机会,使国学教育遍布校园各个角落。 

3.4 侧重学生文化审美能力的培养 

为更好实现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目标,国学教育也可侧

重学生文化审美能力的提升,使国学教育与现代社会发展需

求紧密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把握国学艺术本质、特征及创

作手段,认清传统艺术作品与现代审美标准存在差异性,传

承优秀文化作品中审美趣味,使学生更好了解到此些文化艺

术作品所宣扬的精神；另一方面,要求学生站在多角度看待

国学文化艺术作品,分析作品现实价值,加深对国学作品的

理解,充分认知到国学作品内的实用价值,。同时,学校也开

设与国学文化作品赏析相关的选修课程,传授给学生更加专

业的国学审美知识,加强学生艺术创造及实践指导,切实提

升学生文化鉴赏能力,更好培养学生人文素质。 

3.5 构建专业国学教育队伍 

为切实提升国学教育质量,充分发挥出国学教育在培养

大学生人文素质中的积极作用,学校还需以构建专业国学教

育队伍为目标,聘请专业国学研究人士,紧抓现有国学教师

专业水平培养工作,要求国学教师不断学习专业知识,使国

学教育更加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要求。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质高效开展国学教育对培养大学生人文素

质,提升国家人才竞争水平具有深远影响。为充分发挥出国

学教育重要教学价值,相关教育工作者需认清国学教育实践

期间存在问题,分析国学教育思想与社会现代化建设要求内

在关联,不断创新国学教育新方式,切实提升当代大学生对

国学教育课程的参与积极性,更好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为

促使大学生更好适应及推动社会现代化建设进程奠定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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