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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

“两个结合”视域下，加强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时代的呼唤，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内

容支撑，同时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以此作为我们的力量根基”。本组

专稿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体系与教学实践”这一核心主题，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体系建构、

教研、教学三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旨在强调其在当代教育中的重要性、必要性，并提出具体的实施策略，为中小

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以期实现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

最终目标。

—学术主持：李春忠

重新审视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体系
徐轶杰 杨 燕

[ 摘 要 ] 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中华文化研究体系为学理依据。中华文化研究体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使用了两

分法：一方面沿袭传统学术研究的路径—重视考镜源流，另一方面要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

系”格局。因此，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体系应兼顾传统学术的崇尚会通和现代学科实行分科治学的特点，从微观、中观和

宏观三个层次进行分类。同时，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资源建设、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和课程示范交流平台建设等配套资源建设，解

决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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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浅表化和碎片化的问题，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体系的学理认识不足。

一、十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演进及分主

题教学观的出现

自 20 世纪 20 年代至今，我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政策历

经了探索、迷茫、误批、反思、继承和重视阶段（彭虹

斌，2022）。2014 年，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是我国传统文化教育政策进入重视阶

段的重要标志，之后，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体系随着教育改

革的发展也在不断完善，更加具有实践性，其具体体现在

以下三方面。

第一，进一步明确中小学生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工作的

政治意义。2014 年，教育部颁发的指导纲要不仅强调了

积极推进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扎实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应有之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

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

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

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014 年，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

导纲要》；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2021 年，教育部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

教材指南》。十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仅获得了

全社会的重视和支持，而且在中小学课程教材中得到了具

体实施。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实施过程中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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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对于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

系以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性，而且明确指出加强青少

年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紧迫性。

第二，进一步明确了中小学生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历

史意义。2017 年，党中央将中小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纳

入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主要内容的指导意见“三大主题”。其具体

内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人文精神和

中华传统美德。“三大主题”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提出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征程迈入新时代的一项历史任务。

第三，进一步明确了中小学生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课程

化实施的要求。2021 年，教育部在落实“三大主题”要求

的基础上，提出了六类载体形式的指导意见。六类载体形

式与“三大主题”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六大载体形式明确

了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化实施的范畴，“三大主

题”明确了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化实施的目标。

由上述可见，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始终围绕精神涵养而展开，要使中小学生在学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及其载体的基础上，把外化的知识

转化成内在的文化心理和社会行为的重要依据。

随着社会各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日益重视，出

现了大量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什么”和“怎么

教”的研究和讨论。其中“分题教学”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成

果，有的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分七大主题（生

活、礼俗、科技、社会、文史、艺术、思想），有的认为分

四大主题（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崇

德向善的道德追求和“内圣外王”的人格修养，或者人格修

养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家国情怀教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教育），还有的认为分三大主题（思想精神文化、技艺器物

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分主题教学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内容形成系统化、整体性的认识，但分主题教学过

于强调知识传授，不能有效实现精神涵养的教育目标。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构建的学理依据

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两者的学理具有高度的

统一性，都以中华文化研究体系为学理依据。其学理阐述

具有三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中华文化研究既

要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关系，

又要具体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实践价值。

第二，具有历史的连贯性。中华文化研究要求上有源流、

下有沿袭，既要阐释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历史走向特征，

又要加强党史国史研究，形成中华民族文明史研究成果。

第三，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华文化研究要阐明

“多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构成”和“中华文明是在

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的”等重要观点，并

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总体而言，中华文化研究体系强调建立传统与现代的

源流关系，在科学、客观、礼敬的研究基础上明晰了传统

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

逻辑关系，使“上有源流、下有沿袭”落到实处。中小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指向是形成文化认同（吕立

杰，丁奕然，2019），建立传统与现代的源流关系，为中小

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文化认同提供了学理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文化研究体系使用了两分法。它一

方面沿袭传统学术研究的路径—重视考镜源流，另一方面

要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

“三大体系”格局。可见，相比其他类型知识的研究体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保留了相对多一些传统学术路径方法的

特色，但是，中华文化研究体系建立在现代学科制度体系基

础之上，其研究人员队伍的建设、学术信息资源的管理、学

术信息的交流、研究方法的创新都与现代学科制度有着紧密

的联系。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应使用两分法的原

则，既保留传统的本质特征，又遵循现代学科教育的逻辑。

三、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体系的分类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仅要与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

体系相符，更应是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学

科教育合理融合的学理体系。（田慧生，张广斌，张亚龄，

2022）因此，应从融合的角度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

内容体系的内部结构。

（一）传统分类观和现代分科观各有特色

我国自古就有学术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分类观念。“分”

“类”与“科”三个词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含义有较

多相似之处，秦之后，出现了分类、分科的观念—分类

别异。科的本义是“程”“段”，汉代以后，特指考试“科

目”，所以科一般不再表示分门别类的观念了。宋人郑樵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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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例既分，学术自明。”探明学问，只有找到分类才能入

门，这一点在现代学术研究和现代教育活动中仍是必要的。

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是四部之学，但对学者而言，贵

以通。“中国学术具有注重‘会通’的特点，而且中国学

术从先秦时，便特别强调博通，并以博学通达为治学的极

致，以‘致圣’为治学目的，而不以获得具体之知识为满

足。‘博学’‘通达’长期成为以学术名世的中国学者所追

求的理想境界。”（左玉河，2004）传统的求知和治学追求

会通，既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会通，也包括文史

哲会通。钱穆说：“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在中国实皆相通，

而学者则必称为通人。”“会通”和“通人”两大特点在当

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应引起注意，不能因知识体

系的划分而与传统文化的“通人之学”特征渐行渐远。

现代学科教育的分科观念是分科治学的产物。“学

科”这个概念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方面，现代学科概念

受西方学术演进的影响较大，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学科”概念（陆军，宋筱平，陆叔

云，2004），所以，“学科”概念与西方科学知识体系的

发展关系密切；另一方面，现代学科概念经历了与现代

化社会大生产的磨合，因而进入了学科制度化发展的模式

之中。学科制度与知识生产之间是助推与束缚的规训关

系，并且学科制度以知识生产者为中心，所以分科治学是

学科制度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我国现代学术体系和现代教

育体系都在学科制度化的模式之中，遵循分科治学的规则。

（二）把分层作为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体系分类

观念的主要方式

按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和

实践性的要求，以及为了实现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彰显文化自信教学的目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

体系的理解应兼顾传统学术的崇尚会通和现代学科实行分

科治学的特点，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微观层面，即中小学课程教材反映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形式。这些作为“显性符号”的载

体形式取材形式是广泛的，但内容选择应以富有高尚精神

价值为标准，宜选择经典、高水平、有代表性和有广泛基

础的传统文化。

第二层次，中观层面，即中小学学科教育的逻辑。中

小学学科教育的逻辑虽然是隐形的，但稳定强，应将传统

文化的“显性符号”融入学科教育的基本逻辑。对传统文

化教育的核心课程而言，语文学科教育逻辑注重口头语、

书面语的阅读和写作，历史学科教育的逻辑是摆事实，道

德与法治（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的逻辑是构建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他学科

也应围绕学科自身逻辑遴选和组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符号。

第三层次，宏观层面，即传统文化教育的价值追寻。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等核心思想理念也是中华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的高度概

括。（翟博，2020）围绕核心思想理念阐释传统文化的精

神内涵，在三个层次中，中观层面是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

的主体，微观层面的“显性符号”处于被动的被选择的

“地位”，宏观层面的价值追寻是传统文化教育范畴的“界

碑”。内容体系的三个层次分类既有利于传统文化教育融

入现代学科教育中，避免自说自话的泥古和复古，也有利

于进一步明确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阐释的教育目标，跳出

碎片化知识的窠臼，还有利于传统文化在中小学教育过程

中实现创新性发展。更重要的是，内容体系的三个层次分

类建立传统文化教育的“大整体”概念—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中小学教育体系。

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化实施的配套支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层遵循了中华传统文化治学凸显博

通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层厘清了学科

教育隐形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显性要求的关系。传

统文化教育是课程教材设计、教师教学和教学评价三者相辅

相成的过程。因此，提升传统文化教育的质量，在微观、中

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加强课程化实施的配套资源建设。

其一，建设中小学各学科教材建设中传统文化符号的

资源库。整理已有教材中传统文化内容在各学段的布局情

况，对标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

大同等核心思想进行整理研究，研发相应的教学资源，为

国家课程教材建设和教师教育建设提供资源平台。开发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资源库，吸收中华文化研究相关

信息资源，实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普查工程，构建准确权

威、开放共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公共数据平台。

其二，加强师资关于传统文化教育的培训。将传统文

化教育纳入教师教育体系建设，既要有机融入高等学校教师

培养的本科层次和研究生层次的教育中，又要强化各级各类

教师研修活动中关于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开发；重点加强

教师关于核心思想理念和中华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精神的

学理素养，引导教师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研究中传统文化与

时代要求的关系，全面加强教师对传统文化（下转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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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能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和行为准则，奠定坚实的人文基础。

总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历史课程的实践

中，学生不仅能获得丰富文化知识，提升历史思维能力，

培养文化素养和品德修养；而且可以深刻领会中国历史的

文化底蕴，激发对历史的探索和思考，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和文化认知，传承弘扬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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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统编教材的实践样态研究”（课题编

号：DC2023-07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李春忠，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

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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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认识，系统指导教师掌握学科中传统文化显性符号

的教学要求。

其三，打造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示范和交流平台。优质

课程的示范和交流不仅有利于创新课程设计和教学设计，

而且有利于增进对教学评价的认识。

教学评价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为大背

景，依据中华学术研究的学科阐释，兼顾传统文化本质特

征和传统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 ，按照传统文化教育的系统

性、规范性和实践性要求评价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彰显文化自信目标的实现情况。

综上，新时代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重视，中华文化研究阐发体系是其学理依据。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

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

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

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在

推动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努力中，如果能贯彻

融合传统学术的崇尚会通和现代学科实行分科治学的特点

的基础上形成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分类观念，

将有利于增进对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体系的学理认识。加强

传统文化教材资源、教师教育和课程示范交流平台建设等

配套资源建设，有利于解决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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