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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教育现状分析及策略探讨

◆张雅堃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近年来，“ 国学教育”在社会中不断升温，形成了“ 国学热”。 但社会上国学教育中存在乱象频出、鱼龙

混杂、良莠不齐等问题，因为国学教育肩负着中华民族复兴，树立文化自信的重任，所以使国学教育有序健康发

展刻不容缓。 全面分析了目前国学教育的现状、存在问题的原因，深入进行思考，提出了有效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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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国学教育的现状

近年来，随 着 文 化 产 业 的 蓬 勃 发 展 和 国 家 政 策 引

导，民众对 中 华 民 族 传 统 文 化 有 了 高 度 认 同 和 学 习 需

求，国学教育不断升温并逐渐形成国学热，社会上也产

生了众多国学教育培训机构，这些国学教育培训机构鱼

龙混杂，良莠不齐，有的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为己任，有的却滥竽充数，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过度产

业化而忽略教育责任，导致一些青少年被错误的教育方

式荼毒，造成不 可 挽 回 的 伤 害。 从９岁 女 孩 童 童 在 北

京农村国学班被虐，到扛着“ 国学”大旗漫天要价，实

则为“ 网瘾戒断班、赴美游学班”“ 艺术夏令营”等所谓

的“ 国学”教 育。 更 有 甚 者 打 着 国 学 的 旗 号 传 播 男 尊

女卑等封建落后的不健康思想，或者把国学作为传播宗

教的一种手段，这些机构不仅歪曲国学的真正内涵，还

会对不知 情 的 大 众 造 成 思 想 上、价 值 观 方 面 的 巨 大 危

害。 此类事件不 仅 引 发 各 方 关 注，也 揭 开 了 国 学 教 育

乱象的冰山一角，让“ 国学”被一些不明真相的大众误

解。 另外，目前 的 国 学 教 育 分 布 不 均，在 城 市 和 高 等

教育人群中过热，而在一些农村或者教育水平低的地区

又缺少热 度，因 此，目 前 的 国 学 教 育 发 展 现 状 不 容 乐

观，社会上的国学教育机构大多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是

一个人受 教 育 的 基 础 阶 段，对 个 人 的 成 长 发 展 影 响 极

大，所以要特别重视国学教育的有序健康发展。
二、国学教育的重要性

１．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曾对人类社会和世界

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４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深入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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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兴

中华民族，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秀传统，并在传

统的基础上借鉴和创新。
２．国民素 质 提 高 的 需 要。 改 革 开 放 使 我 们 的 国 家

富强了，提高了民族自信心，让我们重新认可和反思自

己的传统文化。 同时，西方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

人主义等 腐 朽 思 想 也 在 不 断 地 冲 击 大 家 的 传 统 思 想。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诱惑和欲望冲击下，一些人做

事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生活把享

乐放在第一 位，被 低 俗 的 乐 趣 腐 蚀 身 心。 面 对 这 些 现

状，我们要用优秀的传统文化重新唤醒民众的人文精神

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在日渐浮躁的环境中靠国学的魅力

使自己沉淀下来，因此，国学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

不言而喻。
３．改革转型期的需要。 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教育

一直都是以圣贤的经典为基准，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

化巨人与治 国 能 臣。 反 观 今 天 的 教 育，为 什 么 我 们 的

学校总是培 养 不 出 杰 出 人 才？ 因 为 我 们 一 味 学 习 西 方

文化而脱离了中华民族的“ 根”。 我们现在正处于改革

的转型期，虽然学习西方文化促进中国走向了现代化，

但忽视了对我们国人进行适合本国历史和人文的德育教

育、以及做人做事的引导，以至于现代的一些年轻人一

味崇洋媚外，而失去了对自己文化应有的思考和学习。
三、国学教育存在问题的分析

１．现在大多数学生学习国学是因为目前的高考提高

了国学在语文考试中的比重，这对国学教育起到一定的

作用，但这是一个功利化、被动化驱动的结果，其实语

文不等于国学，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不能单单依靠语

文教育中所涉及的少部分国学内容来教育学生，国学教

育应该是系 统 且 连 贯 的。 清 华 大 学 国 学 院 的 陈 来 教 授

强调“ 国学是一个研究体系，或者一个学术体系，国学

的概念就是一个学问体系的概念，我们所谓的学科概念

和他也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培养的不仅仅 是 为 了 考 试

而只会诵读国学经典、翻译字面意思的学生，我们需要

的是能真正理解这些经典背后的思想精髓、能够把国学

之魂融到骨子里并且有着自己见解的学生。
２．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越来越需要得到民族

认同感，国人越来越需要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无论

是国内民众持续升温的“ 国 学 热”，还 是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的“ 寻根情”，“ 国学教育”责无旁贷的担负起普及传播

中华民族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任 务。 社 会 中 一 些 有 识 之 士

因为民族文化觉醒而对国学产生兴趣，认识到国学重要

性，主动 学 习 国 学，提 高 文 化 素 养。“ 国 学”走 出 象 牙

塔，来到广大群众之中也成为了时代的主流，这也是当

代“ 国学”教育的主旋律，所以我们的国学教育不仅要

针对学生，更要重视社会大众这部分群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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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策略探讨

１．培养足够数量的国学教育人才。 现阶段，国学教

育中的师资问题不容乐观，存在着人才数量不足、能力

不强。 在人才 储 备 方 面，由 于 国 学 的 系 统 性 较 强，而

如今培养的 能 教 授 国 学 的 人 才 数 量 却 远 远 不 及 市 场 需

求，较大的需求和稀少的人才输出之间形成了较大的缺

口。 因国学教育 博 大 精 深，决 定 了 真 正 能 够 实 施 教 学

的必然是学识渊博的专业学者，而这些人才多数在高校

中，这就要 求 他 们 主 动 地 去 多 接 触 各 个 年 龄 阶 段 的 学

生，而不只单 单 针 对 高 校 内 的 大 学 生。 另 外 一 类 就 是

有针对性地教学，如进行启蒙教育的“ 蒙学”教育者，

在逐层深入的教学过程，进行一些初步教育，不需要过

于渊博的知识储备，这就要求国内一流高校必须尽快培

养大量的国学教育专业人才，并制定教育国学的科学方

法，把国学知识与现代教育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起到

修身养性、启迪智慧的成效。
２．引导民 众 学 习 国 学 的 态 度。 对 于 大 众 学 习 国 学

而言，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过分鼓吹一些古之理想概

念是不可取 的。 虽 然 国 学 是 我 们 中 华 民 族 上 下 五 千 年

经过历史淘洗出来的思想精华，但国学并非万能，对于

那些一心复古、单纯希望只通过国学来治国治世的人，

历史已经给 了 他 们 最 好 的 回 击。 对 于 今 天 而 言，我 们

应该持有正确的学习态度，结合当今从实际出发、吸取

精华、弘 扬 爱 国、奋 斗、真 善 美 等 思 想， 坚 持 修 身 养

性，提高自 身 素 质。 国 学 说 到 底 其 实 是 为 己 之 学，不

能强加于他人之上，但是只要每个人都修好自己的这门

学问，它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家之学、一国之学了。
３．国家加大支持力度。 使国学教育良性发展，必然

少不了国家 的 大 力 宣 传 与 支 持。 国 学 是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体现，体现着国家的精神内涵，是国家的软实力，我

们在经济与科技发展上已经获得了傲人的成果，现在应

该重视与发展国家的软实力，倡导民众学习国学，特别

在农村 地 区 和 受 教 育 程 度 低 的 人 群 中 加 大 宣 传 推 广

力度。
４．教育部 门 应 编 纂 不 同 层 次 的 国 学 教 材。 国 学 和

我们现代教育中的语文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语文只是我

们适应现代生活的一种工具，而国学不是工具，它不仅

包含着文学，更包含着我们上下五千年的精神文化，是

我们整个民族的根、魂，所以提倡国学并不仅仅是加大

它在语文中的比重和在高考中的占分比，而是将来在时

机成熟时作 为 一 门 独 立 的 学 科 加 入 到 义 务 教 育 中。 对

于国学教育，我们要用一套不同于现代教学的方式去授

课、去考核，同时在潜移默化中让它融入我们每一个学

生的思想中 去。 教 育 部 门 要 组 织 编 纂 一 套 适 合 不 同 年

龄阶段学习国学的专业教材，统一规范国学教育，同时

也给社 会 上 爱 好 国 学、自 学 国 学 的 人 士 一 定 的 权 威

指导。
５．建立系统完整的国学教育协会。 近年来，一些权

威高校的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陆续恢复，国学教育的权

威性正不断扩大。 ２００１年，武 汉 大 学 开 始 招 收 本 科 国

学试验 班，并 于２００８年 得 到 了 国 务 院 学 位 办 的 批 准，

按照学科建设的规范来进行国学学科建设；中国人民大

学于２００５年成立 国 学 院，意 味 着 人 民 大 学 作 为 一 个 学

术机构，将国学认定为学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学

在当代中国 教 育 体 系 中 获 得 了 合 法 性 位 置。 但 是，要

想保证国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仅这些机构的复办是远远

不够的，有必要从国学教育的管理运行入手，成立全国

各个层次的“ 国学教育研 讨 协 会”，系 统 地 管 理 各 地 区

的国学教育。
（１）“ 国学教育研讨协会”进行专业指 导。 以 主 要

高校的国学院为基础，结合文化、教育管理部门成立各

层级的“ 国 学 教 育 研 讨 协 会”，按 照 地 域 和 学 术 成 就、
知名度分别划分等级，定为每个地区国学教育的管理协

会，把社会 上 的 国 学 教 育 机 构 划 分 到 相 应 的 管 理 范 围

内，同时从高校国学院中推选出对国学有深刻见解的国

学专家 团 队， 通 过 他 们 讨 论 并 制 定 系 统 完 整 的 国 学

教材。
（２）“ 国学教育研讨协会”加强督导监 管。 督 导 规

范每个层次的国学教育机构运行情况，定期派出国学专

家与教师代表一起学习、讨论，以提高专业教学水平，

培养更多的 国 学 师 资 力 量。“ 国 学 教 育 研 讨 协 会”定 期

实地考评各地区国学教育机构的教育方法是否正确，教

育结果是否令人满意，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应对

措施，不断提高国学教育效果。
（３）“ 国学教育研讨协会”加强正面宣 传。 通 过 一

系列宣传，使更多对国学有兴趣的人了解在哪里能够得

到好的国学教育，使他们真正从中受益，加大宣传也可

以扩大培 养 学 习 国 学 的 群 众 基 础、社 会 氛 围、价 值 导

向，不断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
６．设立“ 国学教育基金会”。 通过设立国学教育基

金会既能给国内外愿为国学教育出力的热心人士提供可

信的捐款渠道，又能合理地安排政府和社会募捐来的资

金管理，把它们分配到国学教育中的每一层级、每一个

教育机构中，将所有资金去向公开透明，给人们更多的

可信感，让经典的国学教育融入新鲜血液，让古老的国

学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光彩，保证国学教育良性健康发

展，提高国民文化修养，增加国家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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