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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 打造立德树人特色品牌

曲曲阜阜师师范范大大学学根根植植厚厚土土育育英英华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

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
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
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总
书记的讲话精神，为传承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

走进位于孔子故里的曲阜师
范大学，浓厚的人文气息扑面而
来，学生们青春的活力和求知的
热情，与沉静、从容的深厚文化底
蕴相交融，令这所毗邻“三孔”仅
数里之遥的高校别有一番特质。
设在孔子故里的曲阜师范大学，
扎根丰厚的人文沃土，挖掘传统
文化资源，以前瞻思维汲取传统
文化精华，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渗透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以文
载道，以文化人，构建起立体化传
统文化育人体系，塑造了圣地学
府鲜明的文化品格。

本报记者 黄广华 贾凌煜
通讯员 宋广新

传统文化融入课程

高端学术直通讲堂

主讲完《传统文化与人才培
养》讲座，阚景忠教授被意犹未尽
的同学们围拢上来，七嘴八舌提
问的学生中有相当部分是理科
生。地理与旅游学院的李钊“逢讲
必到”，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密密
麻麻地记录着每场报告的要点。
她说，教授们对学术前沿的讲解
通俗易懂、风趣幽默，阐释大学文
化、人文精神精辟深刻，“听这样
的讲座像看进口大片一样过瘾。”

孔子第79代嫡孙孔垂长畅谈
“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国工程院
院士管华诗解读“大学的人文精
神”，著名作家王蒙阐释“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换”，香港大学单周
尧教授纵论“中华文化复兴”，当
代著名诗人郑愁予分享“文化寻
根之旅”……厚重的文化根基犹
如一个巨大的能量磁场，吸引着
海内外名师硕儒纷至沓来，场场
爆满的高端讲堂使这所高校始终
浸润着浓郁的书香。

以高端平台延揽高端人才，
以重大课题聚合一流学者。2014

年成立的山东省首家国学院，集
“学术创新、教育培训、人才培养、
协同创新”于一体，邀来林庆彰、
董金裕、蒋秋华、周桂钿、郭齐勇、
钱宗武、颜炳罡等12位著名国学
大师。2013年获批的山东省唯一
的人文社科类协同创新中心———

“孔子与山东文化强省战略协同
创新中心”，整合起北京大学、山
东大学、孔子研究院以及海外高
校的学术力量，吸引了13名长江
学者、泰山学者加盟。正在大力推
行的人才培养“卓越班”工程，由
国内“985”、“211”高校高级职称
学者现场授课。

名师带来了先进的治学理念
和丰富的学术资源，在观点的交
流与碰撞中，孕育了交融互鉴的
思想火花，催生出国家辞书编纂
出版计划资助项目《经学大辞
典》、山东省属高校第一个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历代孔府
档案文献集成和研究及全文数据
库建设”等一大批重量级科研课
题和成果。

“与这些可触摸的科研成果
相比，大师带来的‘隐性辐射’意义
更为深远。”学校党委书记荆兆勋
告诉记者，在项目论证和实施过
程中，大师们不仅引领培育起一
支支业务精干的学术梯队，更以
自己的一言一行和学识魅力，带
动感染着身边青年学子们的国学
热情，涵养着他们包容尊重的人
文情怀和探深求精的科学精神。

在进行课程建设的同时，学校
开发出了《孔子与中国儒学》、《孔
子文化十五讲》等一批立足科研成
果、面向高校课堂的配套教材，编
写了《生活中的儒家伦理》、《论语
诠解》、《孔子赞歌》等各具特色的
拓展读物。曲师大还积极整合师范
教育和传统文化研究两大优势，将
课程研发向中小学国学教育领域
延伸，在济宁、青岛、滨州等地的四
所中学，开展国学教育活动试点；
该校主编的《中华传统蒙学》成为
市场上幼儿教育的畅销书，主审的

《中华经典诵读》教材已经走进70多
万名中小学生的课堂。

社会实践播撒文化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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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如同一棵疯长的小
树，而传统文化能够帮我们提高
自身修为，剔除掉那些杂乱的枝
叶。学习传统文化，绝不是为了标
榜什么，而是通过在传统中汲取
营养精华，做更加优秀的自己。”
走出张良才教授主讲的《中国传
统蒙学经典读物赏析》课堂，数学
科学学院大二学生黄春晓对记者
说。

学校党委书记荆兆勋说：“开
展传统文化教育，绝不是在故纸
堆里讲经，而是发掘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当代价值，提高大学生的
国学修养，以优秀文化铸魂，为大
学生的人生之路奠基。”

这一理念在曲阜师范大学已
经践行了20多年，成为一代代曲园
人的共识。早在1994年，该校在山
东高校首开先河，设立《论语》公共
选修课，受到大学生的热烈响应，
引发了校园里学习传统文化热
潮。学校因势利导，不断探索传统
文化育人的渠道和途径，逐步构
建起丰富完备、立体化的课程体
系，为此，学校更是制定了《曲阜师
范大学文化建设行动计划》。

如今，学校建设了“国学修

养”公共必修课程模块和“传统文
化类”公共选修课程模块，依托两
大课程模块，开设了《中国传统文
化概论》、《儒家人生与道家智慧》
等近30门校本课程。仅一个学期，
选修传统文化类课程的大学生超
过3000人。

如今，国学教育已经成为曲
阜师范大学的一个“金字招牌”，
在省内外形成了品牌效应。学校

创立的“高校国学通识教育体系”
已经被多所高校采用，编写的《孔
子与儒家文化》成为公选课教材。

《高校国学通识教育的研究与实
践》获2014年第七届山东省高校
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在2014年山
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
中，《研究生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建
设》获得重点资助，受到评委专家
的高度评价。

“今年的假期，因为有了孟娜姐姐的陪伴，我
特别开心。”陕西省蓝田县韩河小学的杨子萱高兴
地说。孟娜是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成员，
去年8月，已经完成支教任务的她没有返校休息，
而是与同学们成立了“杏坛圣梦·认识传统文化”
社会实践服务队，在这所偏远的小学与留守儿童
们聊典故、谈论语、讲礼仪。孟娜在日记中写道：

“孩子们天真澄澈、充盈着求知热情的目光，令人
不忍直视。我愿意做一粒小小的火苗，哪怕照亮他
们身前一米的天空。”

在曲阜师范大学，像孟娜一样走出校门、志做
优秀传统文化的播火者，已经蔚然成风。据统计，
仅2014年暑期社会实践中，学校就组建了34支与
传统文化相关的社会实践服务队，涉及“民族语言
保护”、“中华传统武术”、“社区国学大讲堂”等多
个类别，参与学生近600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
数十个省市，如同一粒粒火种，洒向广袤的天地，
让文化在天地间生根发芽；同时学生在传播优秀
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受到教育，得到思想的提升。

此外，学校在曲阜市文管会、孔子研究院、曲
阜孔子六艺城等文物部门和文化景点设立大学生
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实践
基地，开展孔子文化节志愿者服务活动，参与曲阜
市“彬彬有礼”城市建设活动。开展“孝行齐鲁”、

“儒家文化齐鲁行”、“儒家文化进社区”活动，辐射
济南、天津、青岛等十多个城市，走进厂矿社区，为
周边群众讲解“儒学经典”、“传统文化理念”。

学校还发挥学科优势，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与保护引入课堂教学和大学生的社会实践。七
位博士教授带领学生团队在山东各地对地方曲艺
进行调查整理，两年内建立起了地方戏曲曲艺剧
目剧本抢救整理文字资料库、音乐唱腔唱段影音
资料库、传承谱系调查库，并制作了艺术专题片向
社会推广。2014年6月，该院聘请了山东渔鼓传承
人刘炳金、山东快书传承人王明霞、四平调传承人
刘玉香等六位非遗传承人担任客座教授，让非遗
民间艺术家们在大学课堂里边唱边教、开门收徒，
至今已有二十余位本科生成功拜师。

今 日 运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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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氛围浓厚的校园。

朝气蓬勃的莘莘学子。

“孔子”脚
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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