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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设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既要准确把握传统文化的特质，又要准确把握教

学对象的特点和需求，更要扣紧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国学精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

程，遵循理实一体化教学规律，精选与学生人格成长与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教学模块内容，在教

学环节设计上，通过七步教学法，引导学生完成对传统文化从一知半解到切实笃行的过程，解决

教学过程中学生“易知难行”、“只知不行”的教学痛点，通过对教师和学生细致入微的双重考评

标准的设计，解决传统文化类课程考核难定量、难落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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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

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

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

脚跟的根基。”［1］2014 年与 2017 年，教育部与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分别发文，提出要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

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2］2019 年，

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

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职成〔2019〕13 号) 强调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明确要求高等职业学校应当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列为必修课或限定选修

课。在教育部最新发布的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

标准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要求列入各专业公

共基础必修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在职业教

育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完成好

传统文化必修课的教学将是摆在每所高职院校面

前的重要任务。
早在 2006 年，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就将《国学

精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公共基础必修课列

入全校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过十余年的探索

和实践，这门课程已建设成为省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以本课程为基础的《四书五经选读》成为国家

专业教学资源库核心课程，基于本课程的国学教

育成果也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在本文中，

笔者拟以《国学精粹》课程建设为例，具体谈谈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的设计理念以及具体实施

路径，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传统文化必修课的设计理念与定位

中华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内涵与外延既深且

广，要在学时不多的一门公共基础必修课里实现

课程效用的最大化，需要准确把握课程的设计理

念并进行科学定位。
首先，课程设计要以准确把握传统文化的特

质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

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

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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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3］一种文化的特质当是在与不同文化的比较

中凸显出来的。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

核心思想，学者做过诸多探讨与列举式的概括，这

在不少传统文化教科书及专著中可以详见［4］。然

而，与西方主流学问将其思想的起点视为逻辑预

设的知识论建构方式不同，中国传统的学问关心

的主要不是知识而是价值问题，即如何完善人格

和精神 生 命 的 问 题［5］，也 就 是 古 圣 先 贤 所 谓 之

“道”学。正如楼宇烈先生所言，中国传统文化从

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道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任

务是明道、行道、传道，人生境界以求道、悟道、证

道为根本。”［6］而求道的过程又一定是与自家性命

息息相关，因此牟宗三先生又将传统学问称之为

“生命的学问”，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

问，由真实生命之觉醒，向外开出建立事业与追求

知识之理想，向内渗透此等理想之真实本源，以使

理想真 成 其 为 理 想，此 是 生 命 的 学 问 之 全 体 大

用。”［7］以生命的学问为根基，以求道为宗旨，传统

的学问在人格修养上为我们开出的是一条经由圣

贤教化而立志、明理、笃行、完善人格、自利利他的

精神生命成长路径，如同孔子为我们所展现的“十

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的生

命历程; 在群体关系上则为我们提供了既有规范

又不失和谐的礼乐教化思想与实践路径。基于对

传统文化的这种理解，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在传统

文化必修课《国学精粹》课程设计上，更注重学生

的人格养成而非一般知识传授、注重实践育人而

非单纯理论灌输，注重行为规范与雅艺体验相辅

相承，并由此形成了“礼以立人、艺以养人、行以成

人”的教学理念，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增强学生文

化自信、端正人生价值观、提升自身素养、营建身

心和谐的重要源泉。
其次，课程设计应准确把握住教学对象的特

点和需求。
高职院校的生源虽较为复杂，但在认知特点、

学习习惯和兴趣以及在三观等方面也具有不少共

同的特征: 从学生的心理和认知特点来看，他们处

于从未成年跨入成年的重要阶段，对社会道德与

规则有了初步体会但缺乏深刻认识，对传统文化

的经典理论有接触但尚未形成独立思考与自身理

解，易受传播媒体及身边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对

人生和未来充满希望与期待，另一方面也存在迷

茫，包括缺乏人生目标、没有学习动力、担忧工作

前景、缺乏做事毅力等，三观尚未完全定型，愿意

接受新事物、新知识、新思想，在价值观的形成上

有较大的可塑性; 从学生的学习特点看，他们喜欢

讨论、发表见解、小组合作以及更多的动手机会，

很难接受较长时间的理论宣讲; 就知识基础而言，

他们在中小学阶段对传统文化都有接触，如唐宋

诗词、古代散文，乃至儒家经典章句，具备一些常

识，但对传统文化中的基本概念缺乏准确的理解，

甚至还存在不少误解，对传统文化缺乏整体概念，

对传统的修身之道更茫然不知。因此，作为承担

着唤起文化自信、长养健全人格的传统文化必修

课程，就需要以学生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和途径，对

其价值观和人生观进行正确的引导，对立足于脚

下的传统形成正确认知，对于他们所存在的诸多

困惑和茫然提供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让他们真

正体会到传统文化可以成为安顿他们精神生命的

重要资源。
其三，课程设计既要贯彻落实国家的政策方

针，又要扣紧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
教育 部 在《完 善 中 华 优 秀 教 育 指 导 纲 要》

( 2014 年 3 月) 中明确要“分阶段有序推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其中高中阶段的主要目标是

“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为

重点，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

产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大学阶段的

主要目标是“以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为重点，培养学生的文化创

新意识，增强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笔者以为，高职学生的认知水

平和层次一般界于高中与普通本科院校之间，在

传统文化教学方面设定的目标应兼顾高中阶段与

大学阶段。此外，高职院校以培养德技并修的复

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更需要在传统文化的

课程设计中将专业精神、职业精神和工匠精神的

培养贯穿其中。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将课程进行了如下定位:

《国学精粹》是以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

以提升学生整体人文素养为宗旨的全校公共基础

课。课程立足于将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命的智慧

与学生的人文修养和职业道德教育密切结合，以

“礼”“艺”“行”为基础，以“立人”“养人”“成人”为

教学目标，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职业教育中“固

25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 2020 年第 1 期



本”“铸魂”“打底色”工程的作用，帮助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准确认识优秀传统

价值观念与文化精髓，促使学生学会做人、更好做

事，树立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认同，提升文化自信，实

现人才培养的“教—学—养—用”一体化。

二、传统文化必修课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实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

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

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

发展的 关 系，重 点 做 好 创 造 性 转 化 和 创 新 性 发

展。”［1］这段话既为我们指明了传统文化课程内容

选择的基本要求，也为我们的教学实施提供了方

法论的启示。
( 一) 教学模块的设计与选择

教学内容的选择要密切关注学生存在的问

题，要有较为明确的指向性。在调查中，我们发

现，高职新生普遍存在着缺乏生活目标、缺乏健康

的生活态度、缺乏处理日常生活问题的能力、缺乏

良好的行为规范、缺乏职业道德意识、缺乏高雅的

兴趣和爱好等问题。从这些问题入手，我们力图

从博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提炼“精粹”，

采用“理论点拨”“生活体验”“社会实践”体用一

如、生动活泼的教学内容与方式，构建“理论精粹”
与“国学体验”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国学与人生

智慧”为主线，设计与高职学生人格完善与素养提

升密切相关的理论与实践单元教学模块。
理论教学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课程

思政为引领，设计知理、守礼、明德、知耻、立志、好
学、孝亲、诚信、敬业、自然、归根等教学模块，具体

可根据不同专业特点选择使用。理论教学从学理

明礼、知礼守礼出发，让学生养成规则意识与良好

行为习惯，进一步引导学生明确道德底线、树立远

大志向，践行中华孝道，诚实守信做人，继而学会

调整身心，体悟处世智慧，学习修身为本、德技并

修之道。
实践体验教学设计为三个模块，以项目制方

式完成。三个实践模块给出体验类、调研类、活动

类、竞赛类、服务类、综合类等多个项目，包括 2 个

必选项目，1 个任选项目。雅艺体验为必选项，让

学生在校内国学实训室体验茶艺、书法、国乐等国

学艺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高雅爱好，

体会以艺养德之法; 地方文化调研或其他活动类

为自选项，学生通过在校外国学实践基地体验岭

南文化或深入了解自己家乡文化，或参与各类传

统文化类活动，培养学生对于本土文化的深沉情

感，增强学生文化认同; 综合项目为必选项，要求

小组合作采取表演、拍摄视频、制作动画等方式完

成“我眼中的国学”项目，以此锻炼学生的观察、创
新、合作、协调等综合能力。

( 二) 教学环节设计

面对学习基础薄弱、喜动不喜静、喜做不喜思

的高职学生来说，公共基础课中的理论课教学一

向是教学的难点和痛点。《礼记·大学》开篇讲“大

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

后定，定而后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

能得”，既为我们指明了传统道学之纲要，也为我

们提供了求证大道的步骤: 知止、定、静、安、虑、
得。朱子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

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

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8］也为我们提供了居

敬持志、熟读精思、循序渐进等读书之要。学习传

统文化，不能离开古圣先贤对于学习方法的总结，

但也须适合当代之情境而进行创造性转化。在教

学实践的基础上，我们既借鉴古人涵养身心的教

学方法，又有效运用信息化教学手段进行混合式

教学，创新了“持敬守礼—吟唱雅乐—修身正坐—
经典探究—经典智慧—雅艺实践—行为检测”七

步教学法:

1．持敬守礼

《礼记》开篇就讲“毋不敬”，《论语》中孔子在

教育学生时也多处讲到敬，包括对父母要敬( “不

敬，何以别乎”) 、做事要敬( “执事敬”) 、修身要敬

( “修己以敬”) 。课堂教学以“礼敬师长”开始，最

后以“礼敬师长”结束，旨在唤起学生对先贤、师

长、经典的恭敬之心和感恩之心。
2．吟唱雅乐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 《礼记·乐记》) 吟唱一段经典，既能振奋学生精

神，烘托课堂教学氛围，又能以轻松的方式熏习经

典，加深和巩固学生对于经典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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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身正坐

静坐为古人修习身心的重要方法，曾国藩在

其日课中，要求自己每日不拘何时，静坐一会［9］。
课堂上设计三五分钟的静坐 ( 基本要求是身体坐

直，自然放松，调整呼吸，持敬守一) 训练，引导学

生在喧嚣浮躁中沉寂下来，反观自照，对于调整学

生身心极有益处。
4．经典探究

通过正坐唤起了学生最大的专注力之后，老师

开始导入课题模块的学习。在此环节中，老师给出

本次课程所要学习的经典，布置学习任务，让学生通

过汉字全息资源库、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以及国

家教学资源库等信息化平台作为辅助工具，以小组

讨论的方式自行探究经典字义及内涵，提高学生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
5．经典智慧

教师总结学生探究结果，结合课程内容，引入

现实教学案例，通过情境教学、启发式教学等方法

点出传统经典中所蕴含的人生智慧，将教学内容

进行点拨升华。
6．雅艺实践

课间休息时引入雅艺实践环节，或实践茶的

冲泡法，或欣赏弹奏一支琴曲，或习练一段八段

锦，既引导学生从课间的手机游戏中走出来，又潜

移默化地培养其审美情趣。
7．行为检测

教师根据本次课程主题，为学生布置抄写经典

及课后践行任务，要求学生将每日践行情况或在教

学平台上分享，或记录于“修习手册”供老师检查，

以督促学生切实将课堂所学落实于修身实践。
七步教学法通过动静、身心、学练、知行四个

结合，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引导

学生完成对传统文化从“一知半解→寻根溯源→
辨析义理→体悟内涵→彰显大义→切实笃行”的

全过程，解决了学生“易知难行”、“只知不行”的教

学痛点，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对学生生命成长

提供了有效助力。

三、传统文化课程教学评价的设计与实施

与一般专业课程以非常明确的知识要点和技

能操作要点对学生进行考核不同，传统文化课程

重点目标在于引导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准确

认知，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

力，强化学生自我反省能力，培养学生的文化自

信，增强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如何将这些看上去高大上的目标变

得可评可测，也是检验课程效果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实践中，我们将这种测评落实在教( 教师) 与学

( 学生) 的双重考核上。
( 一) 通过组织引领、鼓励创新、过程监督、效

果检测等手段，完善教师教学评价过程与方法

教师教学评价每学期一次，从以下几个方面

开展:

1．课前集体研讨和备课。每一教学模块指定

一任课教师主备课并在研讨中作主讲解，其他教

师参与讨论完善该模块，借以考察该教师对所备

教学内容的理解深度、教学方法的适合度。 ( 20
分)

2．任课教师进行说课，以检测教师对课程教学

目的、教学内容与教学特色是否熟练把握。 ( 30
分)

3．任课教师随时搜集并定期向课程负责人提

交课程教学案例，借以检测该教师对课程和学生

需求的关注度。( 10 分)

4．任课教师在每学期末提交自己本学期的课

程 PPT，借以检测该教师是否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

对教学内容进行有效调整以及依据课程需要随时

进行内容更新，是否经常进行课程诊断。通过教

师对自己的教学思想和教学行为进行反思，不断

提升教师的思想素质和专业素养，使教师逐步形

成自己的教学个性和教学风格。( 10 分)

5．任课教师之间相互推门听课，借以检测教师

在实际教学中的课堂组织和实施能力。( 20 分)

6．每位任课教师掌握一项传统技艺，具体指导

一个国学社团，带领社团学生开展传统文化活动，

指导学生进行创新创业竞赛或传统技艺比赛等，

借以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10 分)

( 二) 通过教学环节设计、教学过程引领、教学

过程、能力与素质的综合考核，完善对学生的教学

评价

对学生评价考核主体及方式包括: 教师评价、
学生自我评价以及学生相互评价。考核内容注重

过程、能力和素质的综合考核，以过程性考核为

主。包括学生日常修习情况、专项国学实践和期

末素质测试等。其中过程考核成绩占 50%，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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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出勤情况、课堂表现以及《国学精粹修习手

册》完成情况给出; 能力考核成绩占 40%，根据学

生的实 践 项 目 完 成 情 况 给 出; 素 质 考 核 成 绩 占

10%，根据学生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和水平给出。
具体考核过程及评价指标如下:

1．课前测试

学期第一次课要求学生通过信息化教学平台

完成课前测试题，用以了解该班学生对本课程前

期把握的程度以及学生整体的学习状况，从而有

利于对课程内容的程度进行及时调整。
2．过程评价及考核( 占比 50%)

为学生设计《国学精粹课程修习手册》，作为

过程性考核的重要载体。《手册》依教学模块进行

设计，每个模块包含有课程主题、主要内容、经典

读写、经典智慧、雅艺实践、学行反思、课后经典抄

写等内容，让学生记录课上课后学习和实践的全

过程。评价考核具体内容包括: 课堂有无迟到、早
退、旷课等情况( 占比 5%) ; 课堂互动、问题讨论的

参与度情况( 采用加分制，占比 5%) ; 《修习手册》
完成情况，如经典抄写是否工整( 考察学生做事的

态度) 、学行反思是否具体( 考察学生对身心细致

观察的程度) 等( 占比 40%) 。过程考核中除考勤

及课堂互动情况由教师直接考核，《修习手册》完

成情况均由学生自我评价( 5%) 、两两评价( 10%)

以及教师评价( 25%) 等三方面考核完成。
3．能力评价及考核( 占比 40%)

为学生设计必选与自选等多个教学实践项

目，必选项目为二项: 一是国学体验，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琴棋书画茶的体验并由小组进行体验汇

报，个人填写实践报告( 占比 5%) ; 二是团队合作

项目( 占比 25%) ，要求学生将在日常生活中发现

的“国学”以小组为单位编排主题案例并制作视频

并在课堂展演，主要考察内容是否紧扣主题、思路

清晰、传递正能量; 小组成员是否相互配合、团队

协作程度; 视频制作或演出整体完成情况。考核

成绩由他组评价 ( 40%) 及教师评价 ( 60%) 给出。
自选项目为一项，由学生在老师提供的项目清单

中进行自由选择并实施，提交项目实践报告并在

课堂上汇报项目收获( 占比 10%) 。
4．素质考核( 占比 10%)

为学生设计模拟案例，给出具体需解决的问

题，学生根据所学当堂解答，教师根据学生解决问

题能力和方案的可行性给出分数。
通过上述对教师和学生细致入微的双重考评

标准的设计，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文化类课程考核

难定量、难落实的问题。

四、结语

上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是完成“立德

树人”任务的关键环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

课的设计既要立足传统，更要面向新时代，既要立

足学生中心，又需教师善加引导，其落脚处必是知

行合一，即将传统智慧落实于学生生活实践，助力

学生生命成长。惟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在学生

身上焕发出新的活力并保持其永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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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Introduction to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mpulsory Courses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ONG Jie
( Academy of Sinology，Guangzhou City Polytechnic，Guangzhou 501405，China)

Abstract: To design the compulsory cours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we should not only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ulture，but also accurately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the teaching objects． Besides，we
should consider how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edu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and how to perform more efficiently under the
related policy． The selection of teaching contents should follow the teaching mode of‘Theory and Practice Integration’，and the
content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module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tudents’personality growth and career development．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applying the teaching method of Seven Steps ( traditional greeting-chanting-meditation-classic inquiry-classical
wisdom-art practice-behavior detection) helps to guid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ore deeply by undergoing
the procedure of“smattering the concept-seeking the original meaning-analyzing the concept-learning by heart-setting up personal
value-practicing in daily life”． Therefore，it help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easy to know the concept but hard to practice”or even
“only to know but not practice”． Meanwhile，through the creative assessment method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it clarifies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s and make it more practical for th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ours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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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Institutional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Workroo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RU Xin-yu，TANG Yong-gang
( Wuxi Transportation College，Jiangsu Union Technical Institute，Wuxi 214151，China)

Abstract: The studio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universal and specia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significance，goals，core and suggestion of its institutional culture construction． Highlight its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for the studio．
By grasping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institutional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essence，we will make bold attempts and useful
explor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o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vocational colleges; institutional culture; studio; artisan spirit; resourc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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