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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学在中国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内核。国学教育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校园十分重要，是大学生人文素

质提升的有效途径。当今社会和高校对国学教育重视不够，造成大学生人文素养不强。应从思想上提升认识，从制度上

加以固定，从环境上强化意识，从经典上加强引导，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促进国学教育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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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中华文化之魂。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愤图强、乐观向上。中华文化从洪荒时代就已萌生，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经沧桑，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里。中华文化高度成熟与独立，有着超越时

代与地域的强大凝聚力［１］。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
教育；要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而国学教育有利于传承中华文明，弘扬

传统文化，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特别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然而，当前国学教育普及程度和水平仍然亟需提高，甚至有很多高校对国学教育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

因此，将国学教育提上高校建设日程，已经刻不容缓，也是当前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更是认真贯彻

落实教书育人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针对国学教育对于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升的途径，本文将从四

个方面展开论述，即从思想上、制度上、环境上、经典阅读引导上提升认识，促进大学生人文素质养成。

１　从思想上提升认识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随后很多中国学者提出“西学东渐”学说，至１９１９年五

·四之前，国学思想经历着滥觞。人们在西方民主与科学影响下，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批判，

对西方政治体制和学术文化全盘接受。一直到近代以来，可以说中国的教育体制采取的都是西方的教

育体制。另有一批爱国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就认识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提出近代国学和国学教育的概念，培养了一批近现代国学大家，如鲁迅等。五·四运动之后至１９４９年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学经历了一个最为辉煌的时期。国内许多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

研究院等开设国学，尤其清华大学涌现出了国学“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至今

仍广受世人的尊敬。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国学无法应对西学体制，后来国学只能归于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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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国力的加强，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据显著地位，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为国学教

育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２０世纪末，“国学热”再次席卷祖国内陆，其声势此起彼伏。中国的国学充
满着浓郁的人文关怀。国学经历了千年的沉淀，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智慧结晶，它虽是历史的产物，

但与时俱进。当代大学生只有深刻认识到国学教育的重要性，才能安身立命、做人做事。高校是人才的

摇篮，当代大学生作为文化的传承者，理应挑起肩上的重担，传承好中国的优秀文化［２］。当代大学生作

为国学教育的习得者，更要树立新的国学观，用辩证的思维和眼光来分析国学教育的利弊，在传承中注

意创新，用新的教育观念武装国学教育，提高对国学教育的认识，要发自内心的喜欢和热爱国学，由内而

外的学习和认识国学，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国学修养和人文素养。

２　从制度上加以保障
国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多重波折，大家对国学教育褒贬不一。然而作为一国文化的象征，中华民族

独特性的体现，也为了顺利开展国学教育，提升大学生和中国人民的人文素质，提升大家学习的热情，政

府和高校应从制度上制定相关政策，对国学教育加以保障［３］。

首先，政府应积极深入开展调研，之后确立国策，确保开展国学教育要有政策保障，比如，解决当下

亟需解决的关于国学专业学位授予的问题、国学学科在高校的开设问题等。只有推出一系列有力举措，

出台一系列教育文件和政策，高校后续开展国学教育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其次，国家应该加大对国

学教育的资金投入。一个学科的兴建，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三者缺一不可。国学教育的开展，需要大

量资金的支持；对此，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保障好高校开设国学专业有相对稳定的基金来源，同时允许

高校拓宽渠道吸纳社会资金，允许民间资金和企业资金进入国学基金来源，共同筹建国学学科，并为高

校提供宽松和谐的国学科研环境。与此同时，高校也应积极应对、努力争取，主动拓宽社会对国学教育

的各方面支持。再次，国学教育需要专门的机构来监管。现在国学教育只在个别高校开设，还不具备广

泛的影响性。国学教育和孔子学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偏重在国内传承中华文化，另一个偏重在海

外传播中华文化。若能将两者统一起来，由政府出面成立专门监管机构，这样不仅会扩大中华文化的传

播，吸收其他国家的优秀文明，而且有利于两者的共同协同创新发展。因此，政府的制度保障必不可少，

是国学教育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

３　从环境上强化意识
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良性的社会成长成才环境，有助于大学生对传统文

化的认同，培养大学生健全的人格。全面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就要为大学生营造一个优良的国学教

育环境，这种意识不仅应该深入政府政策制定者心中，更应该深入高校教师、社区工作人员和每一位家

庭成员心中。从环境上强化国学教育意识，就应该从大学生学习生活的环境入手，来促进大学生人文素

质的提升。

具体来说，大学生学习生活应包括社会大环境、家园环境和校园环境，这些都是大学生成长的现实

空间［３］。社会大环境的国学教育氛围需要政府牵头，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科学全面地开展国学教育，

如通过电视、网络、报纸等社会媒体的宣传影响，全方位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家园环境在不同地区所

指不同，在城镇社区要营造良好的社区国学学习氛围，就要深入小区开展宣传和组织，如举办讲座、结合

传统节日进行教育等，采取广大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逐步推开，大力组织居民学习传统文化，推动

居民人人学习、处处学习、终生学习，营造和谐健康安宁的社区文化；在乡村可结合社区学习经验，各地

深入开展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传统活动，邀请德高望重的村干部或者教师牵头定期开展学国学活动，还

可以邀请大学生三下乡，带动学习氛围，培育中国特色乡村文化和精神，推动城镇村向学习型家园迈进。

校园环境对强化大学生的国学教育意识，可以说是终身的，虽然大学生在高校学习只有短短四五年，但

国学教育的意识会深入大学生的思维和潜意识，而这种意识有着终身影响。校园国学环境对大学生的

学习行为和习惯都有重要影响。校园环境是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社会资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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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缩影，影响着大学生的成长与成才。践行高校大学生的国学教育，大学校园环境建设刻不容缓。

首先，高校的整体规划、自然环境、校园建筑、校园绿化、教学学习场所、文化设施等均应体现国学教育的

特色，如湖南大学对“岳麓书院”的保护就做得很好。其次，高校要营造良好的班风和学风学习国学，接

受国学教育的洗礼，陶冶学生的情操，激发大学生学习国学的浓烈兴趣和爱好，继承和发扬好国学，增强

大学生的校园、家园、社会的认同感、责任感和荣誉感。

４　从经典上加强引导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可以铸就国家的文化之根，可以涵养民族的精气神，可以丰富个人的

人生。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经典著作浩如烟海，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人文

价值，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４］。余秋雨先生说过：“中华民族之所以延续到今天，就是因为中国

的文脉一直没有断裂。”而国学经典最具价值，国学教育更是优质的教育［５］。经典阅读不仅可以修养个

人性情、体悟生命价值、积累知识智慧，还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命运。对当代的大学生来说，诵读

经典就应该同吃饭穿衣一样，必须是人生所需。而且大学生时代正好是人生储备知识的黄金时期，社

会、学校和家庭都需携手共同引导大学生阅读经典国学著作，吸取精华，砥砺精神。

而国学包罗万象，涉及多方面学科，如哲学、文学、艺术、史学、天文、地理、农学、伦理学、医学、礼俗

学、宗教学、版本学等。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不管文科、理科还是工科学生，都应该多引导他们阅读修

养和思想类国学书籍，如《论语》《孟子》《易经》《老子》《庄子》《礼记》《墨子》《荀子》《吕氏春秋》等；工

科大学生还应博览国学经典书籍，如《红楼梦》《文心雕龙》《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水经注》《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世说新语》等；文科大学生还应当多了解一些韵文类书籍，如《诗经》《楚辞》《乐府诗

集》《唐百家诗选》《文选》等；有兴趣的还可以适当了解一些政治类和文献书籍，如《资治通鉴》《贞观政

要》《史记》《二十四史》《尚书》《战国策》等和书法类、文法类书籍，如《说文解字注》《说文释例》《文

通》、文字学、音韵学、训话学等［６］。唯有如此，孜孜以求，当代大学生才能真正领略到国学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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