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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ly, the educators attempt to demonstrate the content related to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ivilization and edif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Chi-
nese philosophy. However, the three ingredients can also serve as the ideal and method that edu-
cators are supposed to use, i.e. the educators should establish a sincere heart and aim at delivering 
good values by means of teaching methods full of beauty. Only in this way can students identify 
with the thought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have the impulse to put into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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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教学素来以彰显圣贤之道的“真”、“善”、“美”三大元素为课程内容，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但是，教师若想达成课程思政“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亦可将“真”、“善”、“美”

作为一种自觉的教学理念与方法，即，确立“真诚”的传道立人之心，辅以富有“美感”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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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脚于“至善”的价值引导。只有如此，才能促成学生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深切认同，激发学生学以致用，

在现实生活中切实践行中国哲学家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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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真”为根基 

《庄子·渔父》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

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教师只有本着精诚至真的育人初心，发掘中国哲学中的圣贤之道，才

能以金石为开的力量，使学生对先哲孜孜以求的生命境界产生强有力的共鸣。就中国哲学而言，不管是

儒家人文化成的责任担当，还是道家法于自然的心游万仞，以至佛家体证到世事无常之后的明心见性，

都是古圣先贤以其真实的生命践履淬炼而出的大情怀与大格局，教师只有深切体认并怀抱弘道立人的真

诚信念与使命，才能使学生切实体会圣贤之道及古圣先贤对理想人格的不息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 [1]；“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

和‘人师’的统一，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 [2]。总书记指出的

“人格魅力”与“责任使命”都在强调，一名合格的教师必须有真诚的育人动机，而不能以功利性的追

逐作为驱策力。 
对于课程思政教育而言，这一理念体现得尤为明显。课程思政教育不同于一般知识教育的特点是，

它意在影响学生的情感、价值观、认知模式和行为习惯等，在于与他们心灵的沟通，在于与他们生活经

验和现实境遇的契合[3]。而在中国哲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若想以古代圣贤之道影响学生的情感、价值

观、认知模式和行为习惯，需要以“真情”、“真心”、“真意”体贴学生的生命处境与心灵境况，感

同身受地体知其存在处境，只有如此，才能产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自然成效。反之，如果教师自身

无真情实感，将中国哲学作为纯粹的研究对象，那么，在其授课过程中，也会呈现为僵化且生硬的知识

灌输，无法达成立德树人的目标。 
另外，基于精诚至真的育人信念来进行中国哲学教学与思政教育的互融，也对教师发出了追求真理、

传播真理的内在要求。哲学本以探寻真理为使命，中国哲学的特色则决定了真理并非有关外在客观世界

的真相，而关乎人生的真理、价值的真理。当教师能以人生与价值的真理给予学生正确的指引，一方面

契合中国哲学学科本身的终极关怀，使古代圣贤之道得以真正弘扬；另一方面也与思政教育的宗旨若合

符节。 
除此以外，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只有结合真实的生命体验与现实案例对艰深晦涩的哲学思想进行解

读，才能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教师能以具有普遍性的体验与经验启

发学生，才能使他们真切地理解古圣先贤的生命智慧，并将之融入自己的成长历程与现实实践中。因此，

以生命体验之“真”与现实经验之“真”来实现人文教化，也是在中国哲学教学过程中与课程思政融合

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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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美”为方式 

《论语·泰伯》篇有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都是现代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蔡元培先生概括美育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情感为目的。”由此可见，“美”是

实现育人目的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教育与美育虽然在教育方法和途径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二者的教

育目标是一致的，都是通过一定的教育载体实现人的心灵美化、思想顿悟[4]。 
首先，语言作为传递思想的载体与媒介，是影响教学成效的重要因素。美的语言具有打动人心的力

量。在讲授中国哲学相关课程时，应当善用美文学的语言进行教学。例如，教师可以引用文学典据、古

代诗词，以加强措辞的美感，使语言富有感染力。在与课程思政的融合过程中尤应如此。只有如此，才

能使千年前的思想鲜活起来，如同有生命力的源头活水，使学生感同身受地体知蕴含其中的温度、情感

与哲思，从而在自心根柢处获得一种坚定的价值认同。 
其次，应善于运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营造美的教学氛围，充分利用新媒体资源创造学生喜闻乐见且

具有美感享受的教学情境。例如，在课件设计方面，可以适时地插入音乐、动画等增强课堂美感。而在

讲授中国哲学相关课程时，可以有选择性地播放中国传统文化及高雅艺术等相关视频影像，以丰富课程

内容，使学生在美的浸润中获得崇高的生命体验，由此做到与课程思政的巧妙融合。最后，教师尤应注

意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之美。儒家的仁义忠信之美，道家的自由追寻之美，以及佛教的悲悯情怀之美，

都洋溢着动人的感化力量，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学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从而涤净心灵，建立美的价值

确信，而这也是中国梦的最初源泉、课程思政的最终关怀。 
另外，在与课程思政融合的过程中，我们要尤其注意“中国话语建构”的重要性。根据习近平总书

记的讲话精神，形成反映中国学术研究前沿的核心话语观至关重要，从而体现出“中国自信”。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他说：“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5]。而这一“自信”之美所呈现出的精神气魄与思想信念，则将在很大程度上推

动中国哲学相关课程的思政教育。另一方面，课程思政教育不应排斥与世界理论学界的对话。将国际学

术语境中的创新理念、创新思维及创新观点引入中国哲学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中，从而展现出新的时代

精神之美，是在中国哲学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不可或缺的一环。 

3. 以“善”为旨归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

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 [6]；《礼记·大学》中

也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概而言之，大学教师应始终以培养“至善”

的人格为落脚点。 
《大学》中有一段对“至善”的解释：“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

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其中，仁，敬，孝，慈，信都是历久弥新的道德价值，它们都需要在现实的

伦理关系之中被实践出来，这是中国哲学思政教育的题中之义。换句话说，讲授中国哲学相关课程，应

自觉地将课程思政中“立德树人”的目标作为自己重要的教学目标之一。 
而若从广义上理解“善”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有言：“每种技艺与研究，

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每种善为目的” [7]。又解释道，最高的善即幸福，就是生存得好或

是做得好，他将世间诸善概括为外在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而灵魂之善则是最根本的善，也就是

至善。就此而言，中国哲学史中各家各派实质上都以“至善”为其学问的终极追求：儒家以成圣成贤为

至善，道家以自由独立的真人境界为至善，佛教则以无执无碍的涅槃化境为至善，它们以其不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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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立场，教化人心，启发人保有“善”的存在方式。因此，讲授中国哲学，必须牢牢把握各家各派乃是

以“至善”的生存方式作为其学问旨归，而不能仅仅进行纯粹理论知识的灌输。把握好这一大的航向，

才能做到中国哲学教学与课程思政有机而自然的融合。 
具体而言，开设中国哲学类课程时，教师应注意结合现实灵活审慎地启发学生，通过各种方式引导

学生领会、践行“至善”的根本精神。例如，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或与野生动物交易有直接关系，教师

可由此提拈出千古以来中国哲学家对天地自然的深切关怀与深刻思考，并讲解“万物一体”的思想，指

出天地万物本来是一体的，作为万物之一的人，不能以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肆意对待自然生命，而应涵

养仁心，并充实推扩之。在此基础上，再提出对学生修身立德的期许：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的天地情怀不断涵养生命，最终臻至“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大同境界。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古代思想家虽然都以至善为终极追寻，但由于对“至善”的解释不同，因此导

致其学说体系不同，工夫路径不同。而中国哲学教育工作者必须有意识地澄清每一思想系统的内在局限

以及长期以来的误读。比如，庄子哲学通常被解读为一种追求精神逍遥的生命之学，然而，这其实并未

穷尽庄子思想的多重意蕴、文化省思、社会关切及丰富的义理内涵。因此，教师应注意挖掘其中与主流

文化价值观契合的因素，对庄子思想进行合理解读，同时做到与时俱进，使庄子哲学积极而稳健地走向

人间世，使庄子哲学中本真自然、健全蓬勃的至善之道真正体现出来。而这是与课程思政融合的一个关

键点。更为具体地来说，可将庄子如何面对“人处理与世界、他人及自身的关系，成就天地人我的大和

谐”作为思政要点，具体归纳如下：1) 人与自身：涵养本真自然、健全蓬勃的生命精神。2) 人与他人：

抉发其感同身受又全体包容、遍润感通又慈柔悲悯的道德情感，彰明其因势利导、因机点化的人文化成

精神。3) 人与世界：体认道家式的知识分子品格与独特的人文关怀，领会道家针对现代文明之弊提出的

治疗药方与更新活力，引发学生对当今时代普遍性问题的自觉思考，激发学生对中国文化与社会之未来

发展的深沉关切。 
总之，中国哲学作为生命实践之学，蕴含着对于人本身、世界本身之存在意义与存在方式的根本性

回答，洋溢着对于理想人格之建立的热忱体践与恒久追寻。中国古代经典中所生发出的强烈的生命实感

与对至善生命境界的向往，应当成为传播中国哲学思想的教师教书育人的不息力量。就课程思政的实施

而言，只有在教学过程中紧紧围绕、全力弘扬中国哲学中追求至善的价值理想，助益学生成就明朗健硕

的精神世界，才能实现两者恰切的融合。 

4. 结语 

综上所述，若使中国哲学教学与课程思政达到有机、有效且圆满的融合，必须自觉地将“真”、“善”、

“美”作为一种教学理念与方法，而非单纯的教学元素。首先，教师应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的“传道”、“立人”之使命感，事实上，也正是怀有这一安顿己之生命、从而及于安顿他人之生

命的真诚信念，才能真正实现一个教育工作者自身的社会价值；其次，教师应以美的方式，使自己的精

诚至真之心得到有效的展现，使学生切实体会到教师的良苦用心，以及圣贤之道感染人心的力量；最后，

教师必须把握“至善”的价值航向，落脚于对学生理想人格的培养，并自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寻求

一致与契合。只有如此，才能开发中国哲学相关课程在课程思政建设体系中敏锐而活泼的回应潜力，实

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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