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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久弥新的教育史证明，人文通识教育是

一个民族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是

一个人成长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而立足于“人

文”建立的任何一门通识课程，都具有育人的

本色，肩负着育人使命。大学人文通识课程的

设置正是出于精神培养和人格成长，其教学对

象、知识体系、内容架构、价值取向已相当成熟，

教学的对象就是“所有的学生”，普遍开设的

课程以“大学语文”为代表，包括语言、文学、

历史、哲学、艺术诸多方面，可以说包含了广

义文化概念下的所有内容。下面即从语言、文学、

美学三方面对其育人的本色加以阐述。

一、“母语意识”深植“家国情怀”

著名语文教育学家于漪曾说：“母语是父

母给的，母语是家给的。”这正如《孝经 • 开
宗明义章》所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①

父母给的、家里给的语言，也正如“身体发肤”“不

敢毁伤，孝之始也。”爱护、保护、珍惜母语，

和“不敢毁伤”“身体发肤”一样，是“孝”

的表现。“孝”对于“国”而言，就是“忠”。

像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热爱祖国、效力祖国，

这就是“忠”，这就是“家国情怀”。人文通

识课程教学，首先是母语教育。母语教育不只

是读书识字的技能问题，正如人类学家、语言

学家所说，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母语教育的

根本在于“历史流注的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母语教育实质上就是精神教育。这一点，国外

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均从智力发展的角度有所

阐述，爱因斯坦就认为：“一个人的智力发展

和他形成概念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

语言的。这使我们体会到，语言的相同，多少

意味着精神状态的相同。”②

中华民族的通用语是汉语。汉语和汉字是

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蕴藏着本民族的

历史、传统、智慧、风俗、习惯、思维方式、

道德原则、学术成果、思想资料等等。”③汉语

汉字的学习以及与之辅翼的理论课程、实践课

程，牵系着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命运，牵系着

民族的、国家的命运。身处全球化时代，强化

母语意识，学好用好母语，传播好民族文化，

就是树立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我们

应该充分认识到，家国情怀的涵养，不只是集

中在大中小学教育上，也不只是集中在历史课、

作家作品教学中。家国情怀渗透在中华民族每

一个成员的血液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情愫，

无处不在。中华大地 56 个民族，不少族别保有

自己的民族语言，但不管藏语、蒙语还是维语

或者其他语种，只要共同生长在中华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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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生活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它就

毫不例外地浸染融铸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

血脉，就都是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的语言。

源远流长的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

纳斯》所歌颂的英雄，有哪一个不是全中华民

族人民心中的英雄？

台湾作家余光中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

题目就叫《爱护我们的母语》，他说：“我一

直觉得中华文化像一个很大的圆形，圆心无所

不在，圆周无处可寻，这个圆的半径就是中文。

半径有多长，这个文化就能够走多远。”准确、

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就是爱国爱家。语

言强弱系国运，语言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这

些作家、语言学家的论断，越来越强烈地成为“警

醒”家国情怀的格言。凡是读过都德《最后一课》

的人，都不会忘记韩麦尔先生的话：“亡了国

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

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凡是

读过中国古典诗词的人，谁都记得“乡音未改

鬓毛衰”的吟唱。这些虽然仅仅是小说“人物”

的话，或仅仅是一句诗，却道出了拥有自己“母

语”的人们的心声，也反映了文学作品“有金

石声”的感染力、震撼力。

二、文学教育塑造高尚人格

什么是文学教育？如果从“文学是人学”的

定义出发，可以明确地说，文学教育就是对“人”

的教育，其目标就是塑造人格，养成人格。一般

情况下，论及文学教育，人们最直接的理解就是

读几首诗、几篇散文、几本小说。我们学习的是

渗透了我们自己民族精神的文学作品呢！文学

教育关乎人的精神生存、灵魂安顿，著名华裔作

家严歌苓说：“文学是我安放根的地方。”

其实，“文学”一词自出现起，就代表着

礼乐文明、诗礼教化，《论语 • 先进篇》记孔

子授徒，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④。杨

伯峻注释“文学”：“指古代文献，即孔子所

传的《诗》《书》《易》等。”孔夫子称赞子游、

子夏为“文学”科的尖子。“文学”的出众主

要表现在深于“礼”、习于“诗”。《史记 • 仲
尼弟子列传》记载：“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

孔子过，闻弦歌之声。”⑤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

学。“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

师。”⑥子游、子夏就是传习礼乐诗教的典范。

后代学者也深以文学为“经典之学”。关于经

典，刘勰《文心雕龙 •宗经篇》概括得最为精辟：

“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

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

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⑦

经典阐明了天地人“三极”法典，它取像于天，

效法于地，征验于鬼神，参究万物之规律，制

定人类之伦常；深察性灵之秘密，极尽文化之

精髓。一言以蔽之：经典是人类的精华凝聚。

人文通识教学均立足于经典教学，比如大

学语文教材，即以经典作品为基础。而文学经

典所具有的鲜明教化功能均定格于人文关怀。

“诗言志”“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如同

一条红线贯穿于文学发展的始终。可以说人文

通识的学习过程，就是一个人格养成的过程。

通过经典学习，修养高尚情操，塑造“君子”

人格，这何尝不是最好的人格养成教育？只是

这个过程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过程。在人

文通识教学过程中，大量阅读经典的训练，使

绝大多数人养成了阅读习惯。读书成了生活方

式或者说成了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不断汲取养

分，涵育性情、气质、能力，壮大生存力量，

树立人格尊严。请记住苏格拉底的名言：“人

有了人格的尊严，必不甘堕落为禽兽，而品德

也必自然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谈论人格教育总喜欢把对象

“锁定”为青少年，总喜欢以成人身份“居高临

下”地教育“孩子”。实际上，人格教育是继续

教育、终身教育，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

三、审美培养涵育道德品质

人文通识课程是通过学习语言知识、文学知

识、文化知识而进行的养成教育，是训练表达能

力的教育，更是培养审美能力、审美情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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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多处讨论了“文学”的

审美意识形态。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具有

创造美的属性。这种创造美的方式将美“栖居”

于语言中，通过生动形象的画面，运用饱含浓郁

情感色彩的书写，让接受者在美的时空中神游，

在美的意境中畅想，从而在审美的过程中，心理

受到陶冶，情感得到升华。若以读书来作比喻，

正如先贤所云：“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

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⑧

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

造自己的。乌克兰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

为：“美是道德纯洁、精神丰富和体魄健全的有

力源泉。”⑨他还作了生动比喻，说“美是一种

心灵的体操”，是一种“可以照见自己的镜子”。

因此，在人文通识课程设置过程中，最好不要把

专业学习与审美培养、道德提升割裂开来。比如

以语言、文学、美学为基础的人文通识课程，就

语言教学来说，有声韵的美、字形的美；就文学

教学来说，有形式的美、创作的美；就理论教学

来说，文学理论、美学理论、文艺学理论，是专

门进行美育的内容。至于写作训练、文学创作，

正如作家们所说，写作是最好的成长方式，锻炼

的正是对于生活的感受能力。著名儿童文学家、

北大教授曹文轩说：“能够写一手好文章，这是

一个人的美德。”所谓“好文章”与“美德”的

含义，应该如狄德罗所说：“真理和美德是艺术

的两个朋友，你想当作家吗？你想当批评家吗？

那就请首先做一个有德行的人。”⑩文学中，诗

意地流淌着道德。

人们常说：真、善、美即人间理想。真善

美统一的世界即符合人类本性的自由王国。当

面对世界和生活的时候，人们理想的追求就是

真、善、美。生活的呈现是“真”，道德的核

心是“善”，文学的创造在“美”。蕴涵在文

学艺术中的真、善、美无时不在滋润人的精神。

而人的精神是什么？“就是自我意识在‘知、意、

情’也就是知识、意志和情感三个方面所建立

起来的真、善、美。”k在审美理想中，真、善、

美集于一身，知、意、情合于一体。“美”养

育着生命中的“真”和道德中的“善”。能不

能感受“美”，意味着能不能追求“真”，能

不能坚持“善”。尽管品德修养强调善恶分辨，

审美素养侧重美丑认识，从情感出发的审美，

却更能发挥崇德向善的作用。吉林大学经济学

教授李晓“审美力，才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

的演讲，引起了大家的很大关注。他说：“对

个人而言，审美是一种品质和修养。一个审美

能力低下的民族不仅素养、品格不高，道德水

准也会失去底线。”换言之，审美能力决定着

人的道德修养水平，一个人懂得了美好与丑恶，

道德水准自然会有所提升。

我国早有古训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人们也常说，理念是让

人生走向远方的力量。当这种理念、思维、精

神“思政”渗透到整个教学，浸润到每个课程时，

那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

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l，立

德树人的教育本质也就得到了充分体现。

教育的本质即立德树人，课程思政是立德

树人的根本，人文通识教育是人才培养的根基。

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前沿阵地的高校，

要完成立德树人的使命，必须从根本上抓起，

从根基上夯实。

注释：

①《孝经 • 开宗明义章第一》：仲尼居，曾子侍。

子曰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

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 :“参不敏，何足以知

之？”子曰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

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

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

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

念尔祖，聿修厥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科学的共同语言》, 许良

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一卷，商务

印书馆 2009 年第 2 版。

③ 何九盈《论全球化时代的汉语意识》，《汉语三

论》语文出版社 2007 年版。

④ 杨伯峻《论语译注•先进篇第十一》：“子曰：‘从

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下转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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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系统化的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坚持

教师的业务评价与思政评价并重，促进教师把教

书与育人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激发任课

教师落实立德树人、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

总之，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课程建设是重

要基础、思政教育是重要内核、课堂教学是重

要渠道、教师队伍是重要力量、评价机制是重

要保障。课程思政建设的这些核心要素唯有同

频共振、同步加强，才能确保课程思政建设的

基础扎实、方向正确、渠道稳固、力量充实、

导向精准，才能切实有效形成“课程思政 + 思

政课程”的“大思政”育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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