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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传承与校园文化建设融合发展
◆ 程武山

程武山|重庆市云阳县第一初级中学校长，中学高级教师，云阳县人民政府兼职督学 ( 重庆云阳 404500) 。

［摘 要］ 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 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的底气和依据，就是中华民族

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校园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在学校文化建设中，校园文化确定学校

办学理念、办学思想、办学目标和学校发展的方向，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内容。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

校文化有机结合，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青少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未

来社会主义建设合格接班人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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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中办、国办印发了 《关于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个文

件的独特之处，是把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作为一

个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于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不仅仅下发

了文件，而且在关于文化建设、思想建设、精神

文明建设等文件内容中都广泛涉及传统文化的问

题。我们知道，传统文化是一个大概念，怎样把

传统文化像工程一样来做，这就很具体。特别是

怎样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一个学校的校园文

化融合发展，是一个值得探索和研究的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
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也是我们民

族的魂。中共中央 《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意见》也强调，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把传统文化作为

高校必修课，要在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

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课程中加上这些内容。中

央还出台了 《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的指导意见》，把弘扬传统文化作为一项重要内

容。中央对高等院校的政治教育提出了这样的要

求，作为基础教育也同样需要贯彻落实，把传统

文化与学校文化有机结合。
我们要坚持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以科学客

观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积极主动地发掘和

阐发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资源、文化资源和思想

资源，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学

术理论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四个自信”: 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其中最根

本的就是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的底气和依据就

是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在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对传统文化有一个具

体的论述，包括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
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党中央对传统文化学习

和传承非常重视，传统文化已成为当今时代比较

热的文化现象，为我们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确立了

方向。

一、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

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

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
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这里的关键词

是世代相传、民族特色、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传统文化的外延 范 围 非 常 广，包 括 仁、义、

礼、智 、信、忠、孝、三教九流、民间禁忌等。
具体来讲，可以简要归纳如下: 一是诸子百家。
包括 儒 家、道 家、墨 家、法 家、兵 家、阴 阳 家、
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二是琴棋书画。
琴既包括古筝、笛子、箫、琵琶，这些民族的传

统的乐器，还包括乐曲，如 《茉莉花》 《高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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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广陵散》等。棋包括中国象棋、围棋等。
书包括书法、篆刻、甲骨文、竹简等。画包括国

画、山水画、敦煌壁画、八骏图、太极图等。三

是十二生肖。四是传统文学。包括先秦诗歌、汉

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五是传统

节日。如春节、端午节、元宵节、中秋节、除夕

等。六是戏剧。包括昆曲、京剧、皮影戏、黄梅

戏等。七是中国 的 建 筑。如 长 城、故 宫、牌 坊、
园林、寺院、亭台楼阁、石狮、民宅、秦砖汉瓦、
兵马俑等。八是汉字汉语。如对联、谜语、歇后

语、成语、酒令等。九是传统医学。如中医、中

药及其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千金

方》等。十是宗教哲学。如八卦、禅宗、佛教等。
十一是民间工艺。如剪纸、风筝、刺绣、中国结、
泥人面塑、祥云图案等。十二是中华武术。如南

拳北腿、少林武当等。十三是民俗风情。如婚嫁、
丧葬、祭祀、门神、年画、鞭炮等。十四是衣冠

服饰。如汉服、龙袍、官服、旗袍、肚兜、斗笠、
皇冠、凤冠、丝绸等。十五是花鸟虫鱼、动物植

物。如龙、凤、鹤、龟、梅兰竹菊等。十六是器

物。如玉佩、瓷器、漆器、彩陶、紫砂壶、蜡染、
古代兵器、青铜器、古玩、红灯笼、长命锁、糖

葫芦、大花轿、桃花扇等。十七是血缘文化。十

八是饮食厨艺。如酒、茶道、中国菜、月饼、筷

子、年糕等。十九是传说神话、妖魔鬼怪。如女

娲补天、盘古开天地、后羿射日、嫦娥飞天等。
以上这些传统文化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把我们每

个人都包 围 着，与 每 个 人 无 时 无 刻 不 在 发 生 着

联系。
传统文化从层次上，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三个

层次: 第一层次是物质的，如我们的长城、故宫、
园林，包括典籍、餐饮、服装帽子、鞋等; 第二

个层次是行为和制度，如节气、婚丧嫁娶、拜年、
宗法制度等; 第三个层次就是价值观，如和、仁、
忠、孝、节、义。实际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来源于

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轴。
国学专家叶贵本教授指出: “国学，即中国之学、
中华之学，奠定了国人的知识结构; 国学是国家

的信仰，维系着国人的精神家园; 国学是国家的

道德，关系着国人的基本素养; 国学是国家的价

值，影响着国人的处世态度; 国学是国家的礼仪，

关系着国人的行为举止; 国学是民族精神，孕育

了民族的信念; 国学是国家的艺术，蕴含着独特

的审美情趣和技能。”这段话就把国学、传统文化

概括得比较全面。

二、传统文化的主要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忧国忧民、以德化人、和谐持中等思想。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激励着中华儿女

在困境中崛起，在逆境中奋进，永不屈从于外来

压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三军可夺帅

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三谓大丈夫”，等等。
———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

———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即厚德载物。百

家争鸣，儒释道互补，体现了文化的兼容性。
———以德化人，礼义廉耻。讲仁讲礼，统治

阶级要讲统帅之德，老百姓要讲伦理之德，通过

德来寻求家庭伦理的和谐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和谐持中的思想境界。一切事物都按其

自身的规律自然地发展，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个

人自我身心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达到这三种和谐，那么就是

一种中 庸，即 做 事 适 可 而 止、恰 到 好 处、不 走

极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

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

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

具体包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

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

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

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

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

包括我们的艺术创造、生产生活、科学技术都有

这些人文精神的体现。

三、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机融合

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也是我们学校文化根本的

文化基础，不仅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始终，也贯穿

于基础教育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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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件已经明确提出，小学、中学、大学包

括职业教育都应该有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仅要有

知识的要素在里面，同时传统文化更多的还是行

为、制度、价值观，特别是传统文化包含的态度、
情感和价值观需要实践。我们的儿童念 《论语》
《三字经》是作为一种知识来学习，潜移默化，当

他们长大的时候，就能慢慢悟出知识里面蕴含的价

值观和思想，这些需要他们去体会、去体验。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立德树人”战略

任务，我们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建

设有效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学校理念文化、环境

文化、制度文化的要素，让传统文化进校园、进

课堂，对学生进行入耳、入脑、入心的教育。
( 一) 确立学校办学理念文化，奠定学校发展

方向
学校文化是指一所学校经过长期发展积淀而形

成的共同的一种价值体系，即办学理念、办学思

想、群体意识、行为规范等，也是一所学校办学精

神与环境氛围的集中体现。学校作为一个发展的系

统，其学校文化由外至内包括: 表层的物质文化

———学校的校舍、设备、环境体现出的文化色彩;

浅层的行为文化———学校成员的行为体现出的文化

氛围，如校训、教风、学风等的形成; 内层的制度

文化———学校各项制度体现出的文化特点; 深层的

精神文化———由价值观念决定的办学思想和群体意

识。各个层面的文化通过协调一致的动态作用，实

现着对人的心灵的真正铸造，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动

态发展的过程中，教育的目的才真正得以实现。
在学校文化建设中，校园理念文化建设确定

学校发展的目标方向，体现着学校的办学思想、
办学理念，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内容。办学理念直

接影响学校校训和教风的形成、学风的引领以及

校风的营造等。重庆市云阳县第一初级中学在创

建校园文化示范校以来，充分调动和利用各种教

育资源，积极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建立健全各种

管理制度并认真落实，师生在和谐文明的氛围中

生活和成长，并提炼出以“为学生一生幸福铺路”
为办学理念，以“敬德修业，励志勤勉”为校训，

以“向善、求 真、至 美”为 校 风，以 “学 思 结

合，水滴石穿”为学风，以 “教学相长，水到渠

成”为教风的校园文化，为学校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校校园人文气息更浓，精神文明建设得到进一

步提高。

( 二) 打造校园环境文化，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必要环

境条件，也是德育工作的重要抓手。它是一种物

化了的思想、观念、教育价值观，以其难以觉察

的方式时刻影响着学校的教育活动，无形中影响

着人的培养，体现了一所学校的文化特质。
校园环境文化从结构布局区分，包括楼层文

化、食堂文化、宿舍文化、外部绿化文化和学校

软件文化等; 从功能分区看，包括教室文化、办

公室文化、餐厅文化、寝室文化、功能室文化、
校园绿化文化、其他场所文化特色展示等。

创校园文化建设示范校以来，重庆市云阳县

第一初级中学大力加强学校环境文化建设，学校

制定了校园建设规划，从功能分区、结构布局、
绿化美化等方面全面规划设计校园文化建设，使

整个学校形成了一个环境优美、布局合理、体系

统一的文化特色。
( 三)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校园活动是积极、健康校园文化的载体，校

园活动文化是学校内涵发展的动力。一是学校组

建了适合学生个性发展的十多个学生社团，学校

艺术节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学校积极响应

习总书记的号召，大力开展学生足球运动，获得

国家级校园足球示范校等殊荣。学校活动文化主

要围绕思想品德教育、人格品质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行为养成教育和营养与健康等，积极探索

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增强工作的主

体性、生动性、实效性，形成了鲜明的学校特色

文化，师生如沐春风，学生健康和持续发展。
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学校开展学习名言名

句、读经典、讲故事等形式的活动来营造氛围，

建立校园广播站和电视台，建设文化长廊、橱窗，

经常进行黑板报和手抄报评比，出版校园刊物，

通过丰富多彩的大课间活动和主题活动、感恩教

育活动，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埋下爱党爱国爱人

民的种子，从而树立远大理想。
在人格品德教育方面，学校广泛开展体育、

艺术、科技教育活动，促进学生形成体育、艺术、
科技活动特长; 学校还成立了礼仪队、合唱队和

足球队等。这一系列校园文化活动培养了学生坚

强的意志品质，高度的责任感和团队精神，艰苦

朴素、吃苦耐劳的作风，使他们成为顶天立地的

新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