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运 河

<<<<T42

2015

年9

月26

日

星
期
六

编
辑

李
蕊

组
版

王
晨

校
对

于
伟

曲
阜
师
范
大
学
国
学
院
执
行
院
长
文
学
院
院
长
单
承
彬
教
授

国国
学学
教教
育育
不不
再再
流流
于于
形形
式式

记者：面对在弘扬传统文化
教育当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您
认为该怎么去改变？

单承彬：首先在师资方面，现
在我们的中小学基本实现了每个
学校都有一位国学导师。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围绕着
国学导师，校园里许多传统文化
活动更便于开展，国学教育也不
再仅仅停留在形式上。

所以我建议，今后可以围绕
着国学导师的培养，把语文、历
史、政治老师都囊括进来，也包括
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老师，让更
多的老师成为国学导师。甚至一
些退休的老教师，只要有这份热
情，都可以让他们重新回到三尺
讲台。

而对于现在社会上广泛开展
的各类公益讲堂、讲座、活动，首
先一定要坚持下来，另外我认为
在讲授内容方面，也不一定非要
讲孔孟儒学，只要是能弘扬社会
正能量的，包括抗战故事、英模事
迹，哪怕是有历史传承的乡土文
化都可以。

有有了了国国学学导导师师

就就有有了了好好开开端端

孩子们学习书法。

单承彬

记者：单院长，请您介绍下国学院的组
织机构是如何构成的？

单承彬：曲师大国学院设院务委员会和
学术委员会，下设学术部、教育培训部、教学
部，实现了对海内外国学研究力量的有效整
合。其中，学术委员会由来自清华大学、山东大
学、北师大、香港大学等12位海内外著名国学
大师组成，由台湾国学大师林庆彰任主任委
员，运作经费和项目经费由曲师大提供。

记者：成立至今，国学院在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方面，是如何开展教学工作的？

单承彬：成立之初，国学院通过统筹整
合校内外国学学术力量，对孔子儒学、孔儒
文献等课题开展协同创新研究。学院从校内
各人文学科中遴选出一支优秀教师力量，面
向校内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教授。

现在学院计划从文学院的2015级新生
中，遴选70-90名学生组成一个班。这个班
级将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目标来进行培
养，对学生们执行全新的教学计划，力争到
他们毕业的时候，能够系统的掌握我们优秀
的传统文化内容。

记者：在全社会都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的环境下，您有哪些建议？

单承彬：首先，要抓紧对济宁市各级领
导干部进行培训。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济宁
市能不能把传统文化教育做好、做大、做成
品牌，其实关键就在各级干部。他们在传统
文化方面的修为，直接决定了全社会开展传
统文化教育的质量。

其次，我认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先从
孩子抓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项长远
的工程，并不是三五年就能见成效。所以从
孩子抓起，就等于是从基础开始抓起。

记者：现在很多学校都在开展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你如何看待呢？
单承彬：初衷是好的，但我也了解到，在

这些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一些
弊端也显现出来。一方面学校缺师资，另一
方面有个别学校走极端，将传统文化教育和
应试教育相结合，将其变成了考验升学率的
一部分。此外，一些学校开展的传统文化教
育纯粹成了形式，表演的成分太大。

而且现在仅曲阜就有各类国学培训机
构100多家，质量参次不齐。家长也对国学并
不了解，盲目的就把孩子送来学习，往往效
果适得其反。

弘扬传统文化，要从娃娃抓起

遴选优秀师资，教授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汪泷 马辉

2014年5月，在曲阜师范大学，我省首家国学院正式揭牌。成立一年多来，曲
师大国学院除了面向本校学生系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外，还面向社会积极进行国
学普及。作为该学院执行院长，单承彬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教育和研究工作。那么
对如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单承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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