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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

道德教育影响研究 ①

莫继承，谢　群
（天津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天津３００２２２）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道德教育有着积极影响：有利于培养大学生树立诚实守信的价值观、有利于促进大
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观、有利于引导大学生养成坚定的民族精神等。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当代大学生提

高自身素质、形成良好人文精神的需要，也是当代大学生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更是教育者的责任。分析中国传统文化

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现实意义，剖析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群体教育中缺失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健

全高校的教育机制、发挥大学生主体地位等措施以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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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

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而高校

作为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以及文化传承的承担

者，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研

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德育教育的关系是新形势下高校

教育的新课题。

１　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践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道德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指

导意义，将传统文化融入到道德教育工作中不仅能让高

校大学生了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还可以帮助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坚定不移的民族精神。

１．１　有利于培养大学生诚实守信的价值观
诚实守信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是一

个人的基本美德因素，也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基础。

诚实守信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大学》中

有“与国人交，止于信”、《孟子·离娄上》中有“诚者，天

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礼记·乐记》中有“著诚去

伪，礼之经也”，从这些古著中，不难看出诚信不仅是个体

的美德标准，更是社会有序进步的基石，同时诚信问题影

响着一代又一代，每个人只有达到“诚之者”的状态，才能

有益、高效地与人交往，整个社会才能有条不紊地向前发

展。大学生思想正处于走向成熟又未完全成熟的过渡时

期，在这个关键时期，向他们传输这样的思想和做人的标

准，不仅有利于大学生诚实守信价值观的形成，更加有利

于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为帮扶经济因难学生，国家制

定了一系列政策，如奖、助、贷、勤、补、免等政策，但是在

困难生认定、毕业后还款等工作中经常出现大学生诚信

缺失现象，显然，“言必信，行必果”“人不信则不立”这些

经典的诚信古训在当今社会依然适用，而且必须继续传

承和弘扬下去。因此，高校要加强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学习，让这种文化精髓潜移默化地指引他们的行为，

不断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１．２　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观
中国传统文化对国人的道德观影响深远，尤其是对

思想不成熟的大学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个人的道德

水平不仅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文化素质，更加可以折射

出整个集体、民族、国家的道德品质。“天下为公、为政以

德、德教为先、修身为本”，“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

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

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从这些古语中可以充分看出先

哲对道德素质的重视和要求，并且深刻认识到道德素质

无论是对个人、民族还是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大学》

开篇说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其意就是让人们把尊道重德作为理想人格的典范和人生

追求的目标。当前，国家多次强调立德树人，还将道德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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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放在教育的首位，正是由于现代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不

断下滑，经常出现利高一切、良心泯灭、背信弃义的现象，

对于这种状况高校必须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德育工作

中，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将一些错误的道德观扼杀在萌

芽状态中，引导他们不仅要做一个有知识的大学生，更重

要的是好好做人，如何作为一个具备良好社会道德观的

社会主义接班人。

１．３　有利于引导大学生养成坚定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魂，它是民族文化的积累和

沉淀，是推动整个民族前进和发展的动力，民族精神可以

概括为爱国主义和社会责任感的综合体［１］。民族精神的

形成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熏陶，如《周易》“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范仲淹“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充分

体现出中华民族对国家、民族、社会的使命感和危机感，

强调为祖国献身的民族精神。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渗

透，以古代英雄人物事迹为辐射源，增强大学生民族自豪

感，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不断

引导高校大学生养成坚定、执着的民族精神，社会的发

展、民族的振兴要求当代大学生具备这样的素质，只有这

样，中华民族才能永立于世界之林。

２　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德育的缺失原因
当前，各高校对大学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进行了强

化，但大学生的德育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难题，如学生学习

传统文化兴趣缺乏、价值观扭曲、传统道德观念淡薄等，

分析原因有以下几点。

２．１　大学生自身因素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缺失根本原因在于大

学生自身。一是学习传统文化动机缺失。在应试教育机

制的影响下，智育成绩永远是第一位，大学生的德育学习

只是一个过场而已，道德认识始终停留在表面，致使学生

学习动机仅仅是成绩、荣誉、毕业证而不是满足和提升自

身的道德需要。二是自我控制能力差。大学生应当具有

学习、吸收和消化道德认识的能力以及将道德认识落实

到道德实践的自我控制能力。当代大学生受社会经验和

阅历的影响，在面对一些突发事件时，他们未定型的道德

观念会发生扭曲和改变，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不足就是

大学生丧失道德意志力的根源。三是心理不成熟。接受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就是要大学生具备良好的心理素

质，大学生正处于心理发育逐渐成熟的时期，容易受外界

新奇事物干扰，特别是在多元文化冲击下，极易受到消极

思想的影响，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抵触情绪。

２．２　社会环境的影响
西方文化的冲击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教育

中的缺失应属首因。自汉代起，西方文化通过丝绸之路

对中国的影响就开始了；到了晋唐，中西方文化的交融达

到第一个高峰，当时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将印度佛

教文化进行吸收，从而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和宗教化的儒

学；在明朝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达到第二个高峰，尤其是在

万历年间一些西方传教士借传道之名，在中国大肆传播

西方文化；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王

朝的国门，此时中国社会及文化系统快速瓦解，与此同

时，新文化运动爆发，使得国民对传统文化的质疑达到顶

峰，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到“我们必须承认我

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

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

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２］，胡适“全盘西化”论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至今仍未消退；２１世纪以来，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从饮食、文艺、娱乐、影视、节

日等方面中国传统不断受到西方文化打压、冲击。在这

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

自豪感急剧下降。

２．３　高校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影响
高校作为大学生教育的主阵地，对大学生进行中国

传统文化教育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受社会因素的

影响，高校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扬也出现了问题。一

是应试教育机制下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受到忽视。应试教

育体制强调向学生强制灌输理论知识，社会、家庭、学校

片面重视学生学习成绩，忽视学生人文道德素质的培养，

尤其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二是高等教育中的科

学主义倾向。１９５２～１９５８年国家对高校院系进行了调整
改造：专门化的专家和工程技术科学成为高校教育的宗

旨和学科发展重心。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教育体现出了

强烈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主义，而德育教育则不断受到

贬低和忽视。三是教育者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储备。

高校教师囿于教材的限制和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储备，

尤其是理工科教师，因此教师很少甚至不会将中国传统

文化引入到教学中，而文科类教师教学方式死板，灌输式

的教育方式很难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课堂中。

２．４　家庭教育的影响
“民风、世风皆起于家风，关键在于所有家庭都要正

确地引导孩子，不但养，还要教，更要育。”［３］家庭是人生

的第一课堂，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和熏陶是其它教

育无法比拟的，家庭教育也是孩子形成中国传统文化观

念的基础，然而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对传统文化教育

出现了“断层”。一方面家长在教育理念上过分注重孩子

的成才培养，忽略了对孩子进行人文素质的培养，更有甚

者对孩子的中国传统文化实行零教育，严重阻碍了孩子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另一方面有部分父母把教育孩

子的责任全部推给学校，特别是孩子进入大学以后，多数

家长便对孩子放手不管，放松了对孩子的要求和教育，使

得家庭传统文化教育更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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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德育中的实现策略
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德育具有深远的影响意

义，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如何充分发挥出中国

传统文化在大学生德育中的作用，是社会、国家、高校必

须面对的问题。

３．１　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度
人是社会的个体，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才可以形

成价值观、道德观。江泽民曾说过：“加强和改进教育工

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

要一起来关心和支持。”［４］因此，要在大学生群体中继承

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营造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氛围

的社会环境。一是教育、宣传、文化等政府部门积极配

合，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纳入到公民道德体系建设中，从

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保护。二是大力鼓励和

支持民间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组织，依靠全国人民来保

护、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全民保护中国传统文

化的局面。三是继续深入开展“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全

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将他们的典型事迹进行全方位、

多角度、深层次的宣传、报道，使人们不断提升中国传统

文化的认知度。四是执法部门加大力度惩治社会不良风

气和丑恶现象，从根本上消除如贪污腐败、诚信缺失、徇

私舞弊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符的现象和行为。

３．２　健全高校教育机制，深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辐射面
高校作为大学生德育的主阵地，同时对中国传统文

化继承和传承有重要的历史责任，因此健全高校的教育

机制，深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辐射面是高校德育的当务之

急。一是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校园文化是学校的生命，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要让学校的每一面墙

壁都说话”［５］，形象地说明了校园文化环境无形的教育作

用，高校可在学校宣传栏和教室、宿舍走廊墙壁上多悬挂

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名言警句、人物肖像，将中国传统

文化与校园环境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潜移默化地引导学

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二是举办传诵经典、古诗词

鉴赏、专题讲座等活动，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

活动中，使学生在活动过程中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领

悟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升华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三是调

整课程设置，增加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德育内容。目前高

校学生只能通过大学语文、思想道德修养或其它仅有的

几门选修课程接触到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可以增设有关

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来提高学生学习的机会。并且在对

大学生进行以“两课”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适当

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融入其中，充分利用中

国传统文化的感化功能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四是提

高教师的中国传统文化素质。教师是学生成长路上的方

向标和指示灯，要提高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教师必

须具备良好的传统文化素质，这样，教师不仅可以在平时

的课堂教育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授课过程中，还可以

以自身为典范，用自己的行为习惯去影响学生、熏陶

学生。

３．３　发挥主动性，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大学生作为学习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

只要发挥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动性，才能不断扩大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一是增强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阅读课让学生多读古典书籍。让

学生在书籍中学习司马迁的执著精神，学习陶渊明的品

格操守，学习屈原的高风亮节等等，传统文化教育其实就

是要让学生在阅读古代典籍的过程中，感悟和体验古代

圣贤的人格精神。同时，通过对古典人物、事迹的了解、

学习，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二是增强

学生对传统的认知感和自信心。认知程度决定精神层次

的高低，通过专题讲座、影片播放、红色基地参观等途径，

让大学生清楚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并将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三是让大学生在

实践中践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知

行合一”，即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统一。通过志愿服务

活动、感恩社会、感恩父母、爱护环境等社会实践活动，让

学生充分将中国传统文化内化并外践于行，不断感受、内

化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并从中深化道德认识，使自己成

为一个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知识的大学生。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

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

之与当代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现代性，加

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而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

育的落脚点就在高校教育，因此在高校中加强大学生中

国传统文化教育、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大学

生提高自身道德品质的需要，更是高校教育和高校教育

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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