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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学政治教师传统文化修养的路径探究 ①

刘小飞，高青兰
（西华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四川 南充６３７００９）

摘　要：中学政治课新课标对传统文化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传统文化对于增强青少年的爱国
情感、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学政治教师的传统文化修养必须得到相

应的提升，才能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教学活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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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课是我国中等学校里的一门主要学科和必修课程，它对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科

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１］。中国传统文化是“德性”文

化，注重人的道德修养。中国传统文化之重“德”，并不是说它轻“智”，它是一种德智统一、以德摄智的

文化［２］，揭示了德育与其他教育形式的关系：德育能够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在中学生中弘扬传统文化教育。教育部于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６日印发了《完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特别指出：初中阶段，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力为重点，

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引导学生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高中阶

段，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为重点，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中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作为中学

政治教师，更需要具备较高的传统文化修养，以满足政治教学的需要。

１　中学政治教师提升传统文化修养的必要性
中学政治教师肩负着双重使命：既是思想政治道德的知识传播者，又是学生价值观念形成和人格品

质塑造的引导者。因此，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学政治教师的素质修养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教师的特

点和要求［３］。

第一，中学政治教学工作的需要。在中学政治课新课标中，初中思品课要求“认同中华文化，继承

革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高中思政课要求“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新课标对弘扬传统文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学政治教师，就必须掌握相应的传统

文化知识，这样才能满足教学工作的要求。

第二，完善教师自身修养的需要。习总书记２０１３年３月７日在中央党校建校８０周年庆祝大会暨
２０１３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
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

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教师作为塑造灵魂的职业，更需要具备高尚

的品质和正确的待人处世态度，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注重道德教育和德性培养，学习传统文化，能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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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熏陶、培育和激励。

然而，目前我国教师对于传统文化的掌握情况却不乐观。２０１０年中华书局申报《中华活页文选》杂
志社主持的教育部规划课题“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实践研究”对部分学校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结果十

分惊人，６３％的教师无法正确回答出“四书五经”的具体名称，７４％的教师没有完整读过《论语》等等［４］。

从这个数据中能够看到中小学教师传统文化严重缺失。中学政治教师作为弘扬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教

育的重要角色，应该对传统文化有更深更多的了解和掌握。

２　当前中学政治教师传统文化修养缺失的原因
第一，社会转型时期重利轻德，精神文化缺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将人们的价值观更多地指向利益追求与物质享受，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是以拥有金钱的多少和职位的

高低为标准。生活水平提高了，幸福感反而缺失了；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价值导向迷失，传统文化传承

缺失。在物质文明极其丰富的当下，我们的精神文明却贫乏得可怜，甚至一度被称为“精神沙漠”，这对

于一个拥有悠久传统和文明的大国来说是莫大的讽刺。可以说，在社会的大转型期，我们丢掉了我们这

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

第二，高等师范院校学校课程设置不合理。高等师范院校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

教育师资的重要来源，课程的设置关系到师范生的知识结构和品格塑造。我国师范教育课程体系主要

分为三部分：一是学科专业课程，根据师范生毕业后所从事的教学学科设置的专业课程，有中文、数学、

外语等；二是教育专业课程，主要是教育学、心理学、课程教学论和教学实习等；三是普通教育课程，包括

政治、英语、计算机等学科。能够看出课程重视学科知识和教学技能的传授，缺乏对塑造思想道德品质

课程的设置，尤其是传统文化课程。

第三，中等学校教育评价体系不科学。我国教育体制的传统观念中，评价一所中学的好坏是以该校

的升学率为标准的。虽然近年来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提倡教育资源公平化，但目前实际评价标准还是

升学率。升学率的高低和学校领导的“前途”、学校享有的各种资源紧密联系，在相关利益的驱使下，各

个学校都绞尽脑汁、用尽各种方法向学生灌输书本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课也只是让学生背熟书本

上枯燥的理论，不可能花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周期长、见效慢、富含爱国主义和人文精神的传统文化教育。

第四，教师对自身职业价值观不清晰。我国正处在社会变革、经济转型加速期，各种思潮此起彼伏，

每个中国人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精神激荡。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教师队伍也不例外，出现了一些不

容忽视的思想问题，导致价值观不清晰，集中表现在受各种形式的功利主义、物质享受主义价值观的影

响，陷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再加上缺乏对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认识，久而久之产生了职

业倦怠。在这种情况下，连本职工作都是应付完成的，更谈不上主动学习传统文化，提升个人修养了。

综上所述，不管是从当前我们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推进素质教育，包括教师个人的良性发展，

中学政治教师都需要提升传统文化修养，弘扬人文精神。

３　提升中学政治教师传统文化修养的对策
第一，时代引领传统文化的复兴。针对传统文化缺失严重的情况，党和国家在进行正确的引导。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讲话不仅融入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刻体会和理解，

而且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对发挥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作用提出明确要求，充分彰显了新时期

对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念和自觉追求。此外，主流媒体关于弘扬传统文化的节目也是层出不

穷，《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都掀起了学习传统文化的高潮，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断言的：世界未来文

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５］。

第二，抓源头，高师院校师范专业增设传统文化课程。高等师范院校承担着为基础教育培养高素质教

师的重任，师范生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基础教育的质量。提高师范生的素质，完善师范生的人格是师范院校

责无旁贷的责任。在师范教育课程体系中增设传统文化课程，培养师范生的民族精神和人文素养，帮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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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技能、精神上得到全面发展。钱穆先生说过：若使青年能读一部《论语》，读一部《庄子》，读一部

《史记》，读一部《陶渊明诗》，彼之所得，有助于情感之陶冶，意志之锻炼，趣味之提高，胸襟之开广，以至传

统文化之认识，与自己人格之养成，种种效益，与上一堂化学听一课矿物所得者殊不同［６］。

第三，中等学校采取多种方式来提升教师的传统文化修养。学校是教师真正成长的地方，教师的成

长是在教学实践中完成的，要提升教师的传统文化修养就必须将其贯穿于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首先，

在在职培训和校本教研中增加传统文化研修内容。在职培训和校本教研的目的在于提高教师的专业知

识和业务水平，扩展职业技能，尤其是校本培训，具有针对性强、组织方式灵活多样等特点。在职培训更

应该重视教师的诉求，有调查结果显示，８２％的教师认为，应该在培训内容上加大传统文化课的设置。
由此可以看出，教师希望通过培训来获取传统文化知识，丰富精神世界，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

化传统，将其转化为教育教学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７］。其次，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传统文化的

影响。学校可以定期举行相关知识的讲座，举行传统文化知识竞赛，还可以采取走出去的方式，利用假

期组织教师到传统文化丰富的地区参观，见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此外，在传统节日、历

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纪念日时举办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增强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第四，中学政治教师的自我提升。中学政治教师肩负着传播马克思主义之道、讲明社会科学知识之

业、解答思想认识之惑、培养具有高尚道德之人才的艰巨而光荣的使命［８］，需要有清晰的人生价值观和

准确的职业定位，应该从自身内部进行学习提升，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其一，树立终身学习的理

念。首先是研读传统文化经典。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保留在

中华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礼仪制度、风俗

习惯、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文物典籍等等［９］，数不胜数，是真正意义上

的知识大宝库，哪怕是吸收到很少的一部分，也是受用不尽。其次可以充分利用大众传媒，要善于学习

和吸收各种渠道来源的传统文化。其二，积极参加各种传统文化活动。教师把自身融入到传统文化活

动当中，能够充分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加深对传统节日背后蕴含文化的理解，陶冶情操，并且可

以不断丰富自身文化积淀，进而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

４　结语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认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

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

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１０］。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提升不是一朝一

夕的工夫，需要持之以恒，内化到思想当中，形成一种习惯，才能最终从量变走向质变，从必然走向自由，

从而为中学政治教学活动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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