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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入研究 

——以山东工商学院为例 

 

张其林，杨家珍 

山东工商学院 儒商研究院 

 

摘  要:在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新时代，高校大学生受社会上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

思想方面存在某些消极问题，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践行不够。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和当

今的社会主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要解决当今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引入儒家文化教

育，不断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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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进入 21 世纪的新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与信息的迅捷传播，社会文化也日益多元化，多种价值

观并存，一方面对一些社会现象的存在越发包容，另一方面，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价值观也得到滋生。

另外，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与广泛应用，我们享受着互联网给工作与生活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会为虚

假信息、网络欺诈、隐私泄露、娱乐过度等问题的存在而困扰。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完全成熟的

大学生，同样会受到社会上不良价值观与互联网裂变时代时期网络问题的消极影响。因此，高校教育实践

中，不仅需要教师在教授专业知识时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作为专门课程开

设的必要性也自不待言，共同为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完善学生健康人格、实现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服务。

而在当前国际化、多元化、网络化的社会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授，迫切需要与弘扬儒家文化为

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将儒家文化融入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既践行了传统文化，又丰富了

高校德育教育的内涵，理论与实践并融，力争为社会培养出德才兼备勇于担当的优秀人才。 

2.儒家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化的交融，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潮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当代

大学生，青年大学生越来越关注国外的各种现象，热衷于一些西方国家的文化和节日，对我国传统文化知

之甚少，甚至排斥，使儒家文化有被边缘化倾向。目前，大学生的德育教育工作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儒

家文化的导入具有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2.1 大学生诚信教育函待加强 

“信”是几千年儒家文化的“八德”之一，“信而有征”，正如《论语·学而》云：“与朋友交而不信

乎?”孟子将“信”与“善”与“信”并论到人性论的高度，崇尚“信人”的诚信之美。但是，当代大学

生存在一些诸如考试作弊、作业抄袭、伪造证件、编理由旷课等诚信缺失的表现，这既受社会上利己主义

与实用主义影响，也与高校专业教育中存在的过于职业化导向相关。学校教育过于强调专业知识，通识教

育受到忽视，学生缺乏必要的人文素养与理想主义情怀，因此有的学生价值观不够端正，利己主义与实用

主义先行，诚信及人格受到质疑。因此，儒家思想中“信”的内涵与要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助

于大学生树立诚信意识，“信”也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品德修养。 

2.2 大学生的勤俭传统存在弱化倾向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态度，更是一种品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

是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如《论语》中强调“温、良、恭、俭、让”、“奢则不孙，简则故。与其不孙也，宁

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儒家文化典籍中对这一思想的描述俯拾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

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同时也滋生了拜金之义与奢侈之风。一些大学生也不由得受到不

良影响，存在消费攀比之心，贪图物质享受，追求超前消费，丢弃艰苦朴素传统。大学生非法贷款被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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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不时见诸报端，诸如有学生深陷专门针对在校大学生贷款的“校园贷”之苦，最终无奈结束了年轻的

生命。高校德育工作的不到位，促使学生偏重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对各种观点与思想的价值判断不够准确，

或者不加辨别，容易受不良之风侵蚀。面对挫折时，因为缺乏强烈的生命感与责任意识，以及对社会、自

我的明确认识，容易采取极端的解决方式。人生在世不该仅仅满足于物质上的富足，而应该不断进取来获

取精神上的富有。 

2.3 大学生人际交往具有无力感 

儒家文化强调“修身”，做到“日三省吾身”， 追求“内圣外王”。而且主张个人不仅要注意自我素

养的修炼，还要做到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讲究天人合一的“和”与“合”。但是生活

在网络裂变时代的大学生们，有的过于迷恋网络，购物、娱乐、社交都存在对网络的过于依赖，崇尚“宅

文化”，不愿走进现实，致使在真实的人际交往中具有焦虑感与无力感，无所适从。加之如今大学生绝大

多数为独生子女，处事容易以自我为中心，缺乏互助协作的精神，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危机问题已经引起社

会关注，急切需有德育工作的加强以及儒家文化的浸染。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和当今的社会主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要解决当今大学生德育教育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引入儒学文化教育，不断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将儒家文化有效融

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去，培养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崇高道德修养的新时代合格接班人，共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梦。 

3.儒家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3.1 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儒家文化传播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商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突显。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强调：“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儒商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中国传统道德的重塑，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软实力，对于增强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都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要发挥儒家文化的重要作用，就要从教育入手，要儒家文化进校园，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

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从制度上予以保证，制定利于儒家文化传播的政策和文件，促进儒家文化进校园、进

课堂、进课程体系，加大对传统文化的投入，营造良好的传播儒家文化的软硬件环境。以笔者所在的山东

工商学院为例，学校为培养具有新儒商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于 2011年 12月出台了《关于加强新儒

商文化建设的意见》，并于 2013年 5月成立新儒商研究院，为儒家文化在学校生根发芽起到了制度保障。 

3.2 融入课程体系，促使儒家经典进课堂 

儒家文化进课堂，将儒家经典纳入大学生课程体系，是实现儒商文化价值的重要一环。以山东工商学

院为例，学校近年以来，以让学生与经典交朋友，在读书中明理、在经典中自省与自悟为指导思想，依托

经典教育体系，构建了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群，推进经典教育，有计划地开设了一系列经典修读课程，使大

学学习生活化，大学生活学习化，激发学生对美好人生和社会的理想与信念、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创造的激

情。目的在于学生们通过吸取前人的智慧、完善自我，终生获益。学校成立了山东工商学院经典教育研究

中心，以及中外文化经典导修教研室，专门进行经典德育教育的推进工作。经典教育课程体系包括“经典

教育课程 + 课外实践活动”，目前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课内外经典修读体系。经典教育课程分为经典诵读

核心课程和经典诵读相关课程两大类，其中核心课程共开设 17 门，经典诵读相关课程又分为传统文化类

课程和传统文化应用类课程，分别开设 20 门和 8 门课程，初步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经典解读与技

能训练相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承相结合的完整体系。经典教育课程体系由低年级引入，高年级强化，

由浅入深，不断加强商业伦理、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教育。 

3.3 融入校园文化，力争知行合一 

健康良好的校园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以笔

者所在的山东工商学院为例，学校采用多种形式把“经典文化”带进校园，带到学生身边，给学生以深切

的感受。多年以来，学校结合《中外文化经典导修》课程，每学期末都举行“经典教育结课汇演”，使学

生身临其境感受经典文化的魅力，感受真正的“大学之道”。学校成立了经典修读社、新儒商协会等学生

社团，创办了《大学之道》、《儒风大家》等报纸。开展了大量以经典学习为主旨的校园文化、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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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等活动。学校出台了《山东工商学院“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试点工作方案》，以优秀成绩通

过评估和验收，学校于 2011 年被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授予 “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试点

单位。学校还设立了中外文化经典“博士讲坛”，并注重与外部力量的合作，积极实施课堂外配套教学改

革。学校还与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教育中心合作成立了“山东工商学院经典教育研究中心”和“经典教

育师资培训基地”，与国内有关经典教育机构建立广泛的联系。学校还组织和号召学生积极参与到社会实

践中来，积极开展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组织学生利用校园网、校报、校电视台、校广播台、宣传橱窗、宣

传手册等媒介，通过讲座、沙龙等方式，以朗诵比赛、书法比赛、社团义演、演讲比赛等形式，多样式、

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以儒商文化为核心的通识教育活动，为给学生提供一方践行传统文化的沃土。“知

行合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大学生只有实际参与到了文化实践活动中去，才

能对课堂教学内容有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切身感受到儒家思想的丰富内涵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自觉

将儒家思想融入到自身行为与实践中，真正体现“知行合一”。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生活环境相对

狭小和封闭的大学生，在提升社会实践能力的同时，提升了道德修养，实现自我的不断超越。 

4.结论 

在如今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新时代，高校大学生受社会上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思想

方面存在某些消极问题，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践行不够，函需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多形式、多

渠道、全方位、全过程地引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对个人修养在诚信、友爱、和谐、

勤俭等方面的追求，与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异曲同工之处，精神上一脉相承。作为高校教育工

作者，不仅自身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汲取儒家传统文化精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而且要对学生深入开展广泛的儒家传统文化教育，以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与综合素养的提高，对促进校园

的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发展有着积极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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