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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高校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四大育人工程”建设

宋毛平 吴艳利
(郑州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是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四大功能。传承

与创新文化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之一，是现代大学的崇高使命。高校要实现文化传承创新的功能，需

要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长效机制。在第二课堂，构建读书育人工程、游学育人工程、课题育人工程、体
验育人工程，是促进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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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共中

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高校要坚持推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思想文化，推进文化创新，不断提高大学文化软实

力。
胡锦涛在清华百年校庆的讲话中强调:全面提高

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1］。这一

论断既充分肯定了高等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重要

地位，也对高等教育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提

出了新期待。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

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肩负文化传承创新的神圣

使命，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的伟大事业中应大有作为。文化传承创新

是高等院校的一项光荣而重要的使命。高校大力推进

文化传承创新，积极发挥社会文化引领作用，除发挥第

一课堂主渠道外，还应开拓第二课堂，郑州大学近年来

构筑“四大育人工程”，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走出了

一条新路。
一、读书育人工程

古今中外的文化经典，超越了时空界限，成为全人

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它是连接历史和现实的桥梁，是

开启智慧的源泉。引导青年学生适当地阅读文化经

典，可以体察经典文化思想中的精髓和智慧，了解其民

族的性格和秉承的价值理念，感受一个民族文化的博

大精深，体味其中蕴含的深刻内涵，不仅可以增强自身

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还可以从文化经典中汲取智

慧和理念，以达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启迪智慧，不断

提高自身的修养和能力，为其全面成长提供许多有益

的营养和启示［2］。
2007 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颁布了《大学生必读书

目 100 本》，这些入选图书均为古今中外具有代表性的

著作，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学术风尚和成就，具有很强的

经典性和学术性。郑州大学以此书目为依据，立足本

校实际，开出了“大学生必读和应知名著名作”，并协

调校图书馆开辟专门阅览室和网上在线阅读与欣赏，

这是基础工程。校“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协同校团委等职能部门，定期举办文化经典专家讲座、
读书报告会、读书推介会、读书征文、读书心得交流会

等活动，以推动阅读活动深入开展。青年学子享受阅

读的快乐，让大学校园书香四溢，让青年学生在不断的

阅读中重塑自己的人格，从圣贤豪杰的智慧中吸取有

益的营养，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是一种文化底蕴的彰显，含

蓄、隽永，是一种精神领域的求索，睿智、通达，是一种

有层次有品味的思考，深刻、清醒。当代大学生应树立

这样的阅读理念:阅读是生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

追求幸福、快乐、精彩、高尚人生的途径。把阅读融入

宝贵的大学生活，使其成为大学校园的一道靓丽的风

景，并为自己珍藏一份厚重的记忆。让终身学习、毕生

阅读成为一种习惯和风尚。正如南宋诗人尤袤所说:

“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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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当把阅读当成生命中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时，人生才会释放出无穷的能量。
二、游学育人工程

“游学”，也叫“修学旅游”，本意是指在校学生学

习期间，为了配合课堂及书本所学，弥补其不足而开展

的以丰富知识、增长见闻、扩大视野、培养素质、增进交

流以及学科实践等为目的的旅行活动。中国民间自古

以来就非常重视游学对人格养成和知识形成的重要作

用，孔子率领众弟子周游列国，增进弟子的学识，培养

弟子的品质，开阔眼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是

中国传承至今家喻户晓的教育古训。在中国历史上，

游学作为古代社会士人、僧侣、贵族子弟等一种远道寻

师求学、传播学术思想的重要文化活动，有着重要的作

用和广泛的影响。如儒家的“仁学之游”与“比德之

游”，道家的“逍遥游”等。
我们所强调的人文实践，是充分调动传统文化绚

丽多姿的文物资源，以及文物中蕴藏的丰富的人格资

源，让大学生广泛参与将为人与为学连为一体的人文

实践教育，从而使大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入的体会

与领悟，对文化成人的理想有强烈的向往之情。简言

之，人文实践以实践为基础，强调实践的人文性［3］。
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程

钢认为，人文实践应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它能将

人的生涯中从文明礼仪到社会公德、从求学到兴业、治
国的一切实践性要素均包含在内，从而使得实践教育

具有很强的人生适应性。第二，这种新的实践教育理

念在保持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教育理念的同时，还应与

中国自身的实学传统建立起切实的关联。让传统实学

强调为人与为学、知与行、求理与践履相统一的优点得

到充分的发挥［4］。
早在 2005 年，清华大学与郑州大学共同举办了以

“弘扬民族精神，提倡文化自觉”为宗旨的系列人文实

践活动，两校学子通过聆听人文讲座、进行学术研讨、
文化考察形式，“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在交流中增进

知识，涵养人格。取得了初步成效，丰富了文化育人的

内容和途径。
岳麓书院、嵩阳书院与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古代四

大书院中的三座书院，是当时教育创新、学术创新、文
化创新的中心，是各学派学说孕育、形成、发展、壮大的

平台，它们因为理学大师朱熹的学术与讲学活动，而有

着深切的渊源和关联。湖南大学环抱岳麓书院，郑州

大学比邻嵩阳书院，九江学院背靠白鹿洞书院，三所高

校深受书院文化的福泽。2008 年以来，湖南大学、郑

州大学和九江学院以千年书院为媒介，共同开展以“宣

承书院人文精神，重建游学平台，力挽千年文脉”为主

旨的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共同探讨古代书院在高等教

育的平台上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对于挖掘书

院的文化资源，弘扬书院文化精神，探索现代大学教育

改革与发展，促进高校间的文化交流，发挥文化育人功

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因此，我们所提倡的游学育人工程，是指在与国内

大学交流中，以传播与弘扬中华文化和优秀国学思想

为宗旨，以学生为主体，通过专题文化讲座、学生读书

研讨、文化考察等形式，以达到增长知识，扩大视野，提

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素养，涵养人文

精神的目的。游学育人工程不仅包括国内游，还包括

出国游。近年来，郑州大学加强与国外知名大学的联

系，使很多学生走出国门，开阔视野，在中外文化比较

中自觉守望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在对外文化交流

中突出文化内核的中国元素，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突出

表达形式上的世界性，让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通过国际高等教育交流大放异彩［5］。
三、课题育人工程

如果说读书育人工程是“读万卷书”，游学育人工

程是“行万里路”，都是属于文化传承范畴的话，那么

课题育人工程则属于文化创新的实践。课题育人工程

就是由学校“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或委托

文、史、哲等基础文科院系，每一学年推出一定数量的

文化类研究课题，面向全校学生进行公开招标，学生以

研究团队为单位进行申报，经课题育人工程专家组评

选，评出优秀申报团队，学校给予中标团队一定的经费

资助，并配备学术指导教师。结项后的研究课题由学

校编印成册，并作为学生学术训练的真实记录。
课题育人工程以文化为内涵，学生为主体，研究为

主线，教师为指导，主要是训练大学生的科研和学术能

力，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文

化。在大学生中广泛实施课题育人工程，使大学生以

学术的态度和精神，对文化现象、文化名人、文化事件

等自己感兴趣的文化课题，进行深度解读与探究学习，

并最终在老师的指导下，形成一定价值的研究成果，有

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有利于提高

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科技写作能力、团队合作精神

等综合素质，有利于树立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

觉［6］。
实施课题育人工程，有几个关键点需要牢牢把握:

第一，公布的课题要以“促进文化的传承创新”为目

的，面向广大青年学生，并且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

这就要求学校在设置课题时，既要注重文化性和理论

性，又要兼顾专业性和实践性。要注重学生的科研训

练，更要促进文化的传承创新。第二，对课题的申报、
课题的进展情况和结项验收、成果推广与转化要加强

监督、严格管理，确保大学生在做课题的过程中，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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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思考、写作于一体，实现文化的传承创新。第三，每

一个课题要配备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在这里的定位不

是研究课题的主体，而是指导者、协助者，指导课题组

(学生研究团队) 对申报的课题进行开题、收集资料、
完成研究报告等工作，是一位助跑者。第四，学校要提

供一定的经费资助。经费资助是课题顺利结项的必要

保障，也具有对研究团队的奖励性质。
四、体验育人工程

从字面来理解，“体验”的“体”，意为设身处地、亲
身经历;“验”，意为察看感受、验证查考。体验是“理

智的直觉”，是建立在个体“内部知觉”基础上的一种

特殊活动，它总是与个体的自我意识紧紧相连的。体

验是充满个性和创造性的过程，具有过程性、亲历性和

不可传授性。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亲身经历，亲

自验证，才能获得科学知识，养成道德品质，掌握技能。
体验育人工程，就是指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根据大学

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通过创造实际的或重复经历的

情境和机会，呈现或再现、还原中华文化内容，使学生

在亲历的过程中理解并建构知识、发展能力、产生情

感、生成意义的育人理念观和育人模式。构筑体验育

人工程的意义在于创造各种条件和机会，通过学生在

活动中的充分参与来获得的体验，然后在教师的引导

下，相互交流，互享个人体验，并提升认识及在体验中

完成自我构建，最终实现主体主动发展的教育模式，强

调的是“先行后知”，因此，一切教学活动的开展都要

以受教育者(学生)为中心［7］。体验是人的一种即时

感受，这种感受会作为记忆长存于人的心中，成为人宝

贵心灵财富的一部分，这正是体验的价值之所在。以

学生各种社团组织为载体，大学生作为活动的策划者

和践行者，在活动中体验真、善、美，体验信仰的力量。
如:各种学生志愿者活动、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以
节日文化为主题的各类活动等。郑州大学推行体验式

教育，利用假期，组织学生团队深入农村、企业、社区与

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些活动促进学生人格养成，大

家普遍认为体验式教育更加关注人的非智力因素，如

态度、品格、素质和内心感受等，是一种特别适合于养

成学生健全人格的教育方式［8］。大学是保存、传承、
传播和创造先进文化的重要场所，在文化传承创新方

面，大学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9］。因此，高

校要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等教育全

过程，积极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推进文化素质教

育，在育人中传承文化、实践文化、创造文化，以优秀的

文化培育人、塑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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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Four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Projects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SONG Mao － ping WU Yan － li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450001，China)

Abstract: Talent cultivation，scientific research，social services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re the four function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period． In order to inherit and innovate culture，a long － term effective mechanism in an all － round
way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should be constructed． In the second class，the educational project of reading，studying abroad，sub-
ject and experience should also be set up to function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Key words: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cultural education; the second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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