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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国学文化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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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学文化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同根同源，两者的有机融合是新时期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创新实践，既有利于提升教育内涵，又有利于国学文化的传承。本文结合苏州大学研究生

会“立人、立文、立世、立行”的工作理念，探析两者在理论和实践上融合的可能性与积极性，力

求找到新时期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突破口，以丰富教育形式，提高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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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从学理上看，国

学是一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学术的学问，是指

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

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

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等一套完整的文化、学术

体系。

研究生是一群拥有高智商、高能力的群体，肩

负着引领社会进步的重要使命，理应以高度的文

化自觉和强烈的责任意识主动接受国学的熏陶，

并为提升国学教育的时代价值作出努力。新世纪

以来，全国刮起了一股以高校牵头，全民族共同学

习、复兴国学之风。然而，时下研究生群体中普遍

存在理想信念淡漠、自我意识强烈、功利主义盛行

等不良之风。作为研究生人格培养地的高等学府

和研究生校园文化建设主力军的研究生会，应切

实履行好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上的职责，不断

加强教育力度，创新教育思路，丰富教育载体¨J。

笔者认为，将国学文化融人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中，一方面有利于提升教育内涵，塑造健全人

格，另一方面可以顺利实现我国文化经典的传承，

以文化特性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一、国学文化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有机融合

源远流长的国学文化，是华夏儿女辛勤劳动

的结晶和实践探索的智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环节发挥着引领思想

潮流的作用【2J。它与国学文化同根同源，国学文

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根基，思想政治教育又

是其在当代社会的形式演变和内容更新口j。

1．忧国忧民、克己为公的爱国主义情怀与政

治观教育的有机融合

爱国主义情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

力，也是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从“寡

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的励精图治，到范

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风

亮节，再到顾宪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的时事洞悉，都深刻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爱国主义情怀H J。

政治教育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

容，是人们对国家政治关系、政治活动的根本观

点，包括基本国情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形势

政策教育等bJ。笔者认为，政治观教育是国学思

想在现代社会的继承与发展，二者在目标、内容、

方式等方面有着共通之处。爱国主义情怀与政治

观教育的有机融合，有利于丰富研究生政治观教

育内涵，形成健康向上且富有时代气息的民族精

神。

2．兼爱非攻、志存高远的和谐处世原则与世

界观教育的有机融合

人作为社会性动物，首先必须形成正确的世

界观，树立和谐处世原则。国学文化中蕴涵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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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和谐处世思想，如“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

则乱”秉持仁慈博爱的心境，“穷则独善其身，达

则兼济天下”的信条彰显锐意进取的真意，“志不

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强调了仰望星空的真谛。

世界观教育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内

容，也是人们对世界本质、人与世界关系等一系列

观点的总和∞J。两者的有机融合是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中西合璧、与时俱进的体现，更是弘扬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路径。

3．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乐观进取精神与人

生观教育的有机融合

乐观进取精神是一种求真务实的行为作风，

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一种刚健笃实的做事

原则。“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的诚实守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坚定信念以及“不

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

也”的践履品质都体现了奋发向上精神，是国学

文化关于人生观教育的精华与典范。

人生观教育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于人生

目的和意义的根本看法，包括理想教育、价值观教

育、成才教育等，是当代研究生思政教育的基础内

容¨J。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生观教育源

于国学文化，二者的有机融合提升了思想政治教

育底蕴，也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

4．厚德载物、立身修德的高尚道德情操与道

德观教育的有机融合

高尚的道德情操不仅是个体成长成才、立足

于世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稳定、安定和谐的必然

要求，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它在历史长河中

发挥着巨大的指引作用。

《周易》有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

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H o即培养高尚的道德情

操，严于律己，宽于待人。道德观教育作为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一环，旨在培养研究生高尚

的道德情操，明礼诚信，敬业奉献。在目的上，两

者都致力于提高学生道德修养，保证社会安定和

谐；在内容上，两者重合率高，包括职业道德、社会

公德、家庭道德等。两者在关于研究生道德培养

方面的融合提升了思政教育的内涵，发扬了中华

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二、国学文化应用于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创新实践

苏州大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积淀了深厚的人

文底蕴。笔者长期从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近年来大胆探索，努力将国学文化应用于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生团工委在直接指导

研究生会工作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国学文化与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之处并不断运用于实

践，于2009年提炼“立人、立文、立世、立行”的工

作理念，并紧紧围绕该核心理念创新教育方式、丰

富教育内容。接下来，笔者将结合“立人、立文、

立世、立行”的工作理念对国学文化在当前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践应用做具体阐释。

1．立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载体

“立人”，即立身修德、通达事理，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目

标和管理载体。苏州大学研究生会以“立人”为

管理载体，对内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宗旨、重

视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研会组织架构、规范研会工

作流程；对外围绕“立人”理念举办系列主题活

动，引领研究生思想道德修养。

2009年始，苏州大学研究生会扎实推进组织

内涵建设：新设发展研究中心，整合学桴杂志社，

合并学术部、科研创新部，形成了科学、高效、制度

化的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加大对研究生干部

的选拔和培养，开展骨干培训；同时对新成员分部

门、模块化培训，加强“学习型”研究生会建设。

2011年5月18日，苏州大学研究生会首创“研究

生荣誉日”，深入开展“感恩·责任·奉献”主题

教育活动，引导研究生心存感恩、奉献社会。“研

究生学术标兵”评选，通过表彰先进，号召研究生

以学术标兵为榜样，学习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

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

2．立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

“立文”，即为学术立范、为学人正身，承前人

之智、攀科技之峰。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

标和文化载体。“立文”理念主要体现在对学风

建设的引导，对科研活动的鼓励，对学术氛围的营

造。

近年来，苏州大学研究生会以研究生学术科

技文化节为中心，整合校内外学术科研资源，举办

系列活动。目前，研究生学术科技文化节已成功

举办九届，展示了科研尖兵的风采，激发了研究生

的学术创造力。同时，以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为

重点，加强研究生学术研究规范。2011年5月成

功举办首届研究生学术道德周系列活动，倡议全

校研究生自觉遵守学术规范。2011年4月，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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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研究生会成功举办“首届研究生科技文化巡

礼”，展示了全校20多个学院(部)的科研创新成

果，促进了学科问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科技文化

建设。

3．立世——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众传播

载体

“立世”，即铭责任所在、践服务所往，立凌云

之志、学经世之才。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

标和大众传播载体。苏州大学研究生会在“立

世”理念引导下着力打造的“三刊一报一网”校园

传媒体系，已成为思政教育的大众传播载体，也成

为了研究生会“走出去”的重要媒介。

“三刊”即《学桴》、《生活季语》、《苏大研究

生》，“一报”即《研究生报》，“一网”即苏州大学

研究生会网站。苏州大学研究生会努力打造多方

位、立体式、系列化的传媒体系：2002年成功改版

后的《学桴》杂志目前已发行35期，成为苏州大

学最具影响力的研究生学术刊物，现正全力打造

“全国高校研究生会杂志之楷模”。《苏大研究

生》全面展示了苏大研究生的学习和生活，是寓

学理性、可读性于一体的综合性杂志。《生活季

语》自2003年6月创刊以来，多角度聚焦研究生

校园文化生活，服务研究生成长成才。每月一期

的《研究生报》以国学为基，紧贴研究生校园文化

生活，目前已成功发行81期。苏州大学研究生会

网站致力于向研究生传递全方位资讯，聚焦国际

国内大事，关注校园文化生活。

4．立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载体

“立行”，即言之立信、行方有果，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和活动

载体。苏州大学研究生会秉持“立行”理念，以品

牌活动为主打，结合研究生特点和需求，将思政教

育落到实处。

在“立行”理念指导下，苏州大学研究生会已

形成一系列内涵深厚的品牌活动，如研究生读书

节、研究生好书推荐，对引导研究生为人处世、求

学问道起到了推动作用。在继承以往品牌活动的

基础上，不断创新活动形式，凝炼活动理念，成功

举办“翰墨姑苏”学术沙龙66期、“寰宇之声”英

语沙龙98期，不断提升研究生思想文化素质。苏

州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团队深入社会肌理，调查

社会现实问题，“中医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调

查”课题成功人选“调研中国”《南风窗》中国大学

生社会调查奖学金项目。“小爱无声”志愿者服

务团相继开展图书漂流、爱心书屋捐赠等活动，弘

扬志愿者精神，激励研究生足履实地、厚积薄发。

三、国学文化应用于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启示和展望

1．提炼国学精华。实现思政教育的系统化

国学文化博大精深，其内容的广博性涵盖人

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相较于国学的“泛”，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针对研究生思想道德培养的

工程，更“精”。苏州大学研究生会的成功实践告

诉我们，要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必须结合研究生

思政教育现状，提炼国学精华，凝练适合不同学生

组织、个体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开展一系列有针对

性、成体系的思政教育工作。

2．依托校园活动，实现思政教育的务实性

国学文化是炎黄子孙的精神财富，是关于思

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凝练总结。由于时

代不同，再加上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理解不易，

也很难形成广泛影响。苏州大学研究生会的成功

实践告诉我们，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

需要依托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在活动中以

国学思想为指引和支撑，提升校园文化活动内涵，

寓教于乐，使相对抽象的国学文化和思想政治教

育生动起来，实现思政教育的务实性，从而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3．打造品牌活动，实现思政教育的特色化

人们通常理解的思想政治教育无外乎课堂教

学、专题讲座、课外实践，因而大家往往将其与

“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形式大于内容”联系

起来。苏州大学研究生会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

要逐步转换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形式，不

断开拓创新，通过着力打造一系列生动有趣、内涵

丰富的品牌活动，寓深厚的国学文化于品牌活动

之中，提高参与性，扩大影响力，实现思政教育的

特色化。

4．找准对象定位。实现思政教育的针对性

不同于普通的青少年群体，研究生群体通常

拥有较为成熟的人格特征，但也存在理想信念不

坚定、组织纪律性差等问题。苏州大学研究生会

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在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中首先要找准对象定位，明确研究生群体

思想发展特质，在此基础上施行一套适合该群体

发展特征的教育策略，实现思政教育的针对性。

国学文化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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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了教育内涵，开创了教育前景，也使得国学文

化得以发扬光大。再者，在校研究生是一个高知

高智群体，代表着未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关键领

域的前进方向，他们亟需人文精神的滋养和濡染。

从全球范围内的多数恶性事件来看，有很多是因

为肇事者“有知识，没文化”造成的，归根结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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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deolo百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ostgraduates stems{bm sinology．Trying to integrate the h岫is锄innoVatiVe at-

tempt in te脚《ideol{晤cal卸d poli如al edllcation of pos鼬duates，whjch is benefid8l not浏y￡o edue8蛀on of g穗du8tes，but

to the inherit锄ce of 8inology嬲weu．B船ed明the pTinciples of P08tgmdu砒es uTIi∞of S00chow university，peIsonality cultiVa-

ti∞，academic development，c伽t曲ution t0 socie哆and practice，出is p印er trie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integ豫ti彻of sind—

og)r鲫d idedDgical and politic8l education of postgraduat船in theory and pmctice，which wiU be si朗ificaIlt to find a breaktllmll曲

in ideoIo舀cal and p血tical educati帆of p惦tgraduates，to discover new ways of educ“on锄d t0 impIDve emciency in the new

em．

Keywords：sinology；ideolo百cal明d poHticaI education；personality cuJtiVation；academic deVelopment；contribudon to society；

pmctice

(责任编辑：洪林)

q习列

钔钉矾

"

踮

．．L

P．L_．L．．L，【-。L

h．L_。L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