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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

中华文化自先秦以来，经历了百家争鸣、清代朴学等不同的

发展阶段。而到了近代，则在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熏陶下，中华

文化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于是，一些学者将鸦片战争视为

对中华传统文化划分的一个重要节点，在鸦片战争之前是传统文

化，在鸦片战争后是近代文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则是当代

文化。但也有些学者对此呈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

不能简单割裂开来，现在的文化是对过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徐

永春教授将中华传统文化定义为：在自身的繁衍生息的漫长历史

发展过程中流传下来的稳定地、典型的、反映民族风貌和特质的

文化形态。1但文化始终是有好有坏，这是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

1　徐永春：《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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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不可避免的。季羡林先生也发表过对此的看法：“文化精华

和文化糟粕这两个看上去仿佛对立的东西，不但不是泾渭分明，

反而是界限不清；尤有甚者，在一定条件下，双方可以相互向

对立面转化”。2就像“三纲五常”等观念，在其使用的时代，

这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在维持国家统治，教化民众方面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然而，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对人民进行

束缚、伤害的封建伦理道德，就成了应该被消灭的文化渣滓。还

有一些经过岁月的洗礼，也没有被淘汰的文化，如中华民族的精

神、优秀的传统美德等，都是我们现在要努力发扬的传统文化的 

精华。

2　蔡德贵：《季羡林的多元文化观和文化交流论》，齐鲁学刊2003年，第109-114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文化对个人的成长、人

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材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反映了人才的培养目

标。可以说，教科书影响了青少年的命运，祖国的未来也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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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性

（一）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2017年版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学生“了解并认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此背景之

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教

师对其重视程度也在不断上升，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关内

容也成了中学历史教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外历史纲要上》中

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如文学、思想等，都大量出现在

教科书中，这充分显示了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学教育中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中学历史教科书也越来越重视以学生为本的学习目

标，在中学开设选修课程，以适应不同学生的需求。例如《文化

交流与传播》这一书涉及中华传统文化，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化”则被列在书中的第一个专题，足以见得新课标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看重。《课程标准》中明确地界定了学习的内容和目标，为教

师备课、教学提供了方向。所以，老师们在讲解中华的优秀传统

文化时，应该更多地关注具体落实到什么程度。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也曾向我们说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不再是遥远的梦想，因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

个目标，这一伟大的目标也将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我们深感

责任重大，但对此也是信心十足，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实现这一

目标。作为一名未来的历史教师，我们要不断地努力丰富自我，

致力于培养出可以担当这一重任的优秀人才。

唯有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祖国的大好山河，学生才会将

民族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为之而不懈奋斗。中华传统文化是

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的浓缩，极具民族特色，在历史教学中将其

融入真实的课堂教学，学生才能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中国人民、

中华民族的认同。我国的国家领导人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没有

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指示。青

年学生才是华夏的未来，只有意识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先进性

和不可替代性，我们的文化自信就会更加强烈，这就要求我们的

历史教师，在平时的教育过程中，多引用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心，进而培育爱国之情，进一步理解“复

兴”的含义与内涵，这样高中生才会将民族复兴作为自己的职责

与使命。

（三）培养学生良好品德的要求

国家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精神上也得

强大。我国的国家领导人曾说过：“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我们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好，首先就要重视“德育”。任何

一种文化，都具有特定的功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进行思想道

德层次的教育也是功效显著，将有关的教学资源应用到普通中学

的历史教学中，能促进学生个性的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是适

应新时期发展要求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民族文化的渗透

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华传统文化内容非常多，特别是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道德

教育资源，在这些文化中，以儒家最具代表。在高中历史教科书

中，儒家文化经常被作为典型出现在教材中。先秦时代就提出了

“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到了朱熹时，则提出

“存天理，灭人欲”，使得儒家道德教化的作用更加突出。孔子提

出了“礼之用，和为贵”的观念主张，这就得到后世统治者的采

取，并将这一思想推广到整个社会，对整个社会产生了积极的作

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从国内看，中国正致力于构建

和谐文明社会；放眼世界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不懈的

追求，对此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

是过去存在的，现在我们也是应该发扬光大，将其穿插进中学历

史教学之中，并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能够很好的对学生产生潜移

默化的作用，从而实现德育的目标。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历史教学的案例分

析——以民本思想为例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明确

提出了“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词语，这也是国家对民本思想

具象化的解释，但在现行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对民本思想的解释

则是采用了“以人为本”这个字样。虽说两者对民本思想的解释

不一样，但是二者都强调了人民的重要性，以人民群众为中心，

因此不论在上层的国家治理还是下层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们

始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并为实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幸

福的生活目标而不断努力。

在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中，最能反映这一民本思想的就是遗

迹文物和事件人物。遗迹文物则是像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青铜器

及青铜铭文等具体事物，事件人物则是像先秦的诸子百家的思想

理论，以及后来的理论体系等。

（一）青铜文明中的民本思想	

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青铜器及青铜铭文是《中外历史纲要

上》第一课中出现的反映民本思想的实物载体，也是在高中历史

教材中最先被提及的，这属于遗迹文物的载体形式。简单来说，

遗迹文物就是人类活动所留下的物质文化遗存 3。在第一课中，

教材上显示的是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旁边记录了何尊内

部的青铜铭文，记载了武王灭商后决定建都于天下的中心这一事

件 4。在介绍何尊这一青铜器时可以将另一个重要的青铜器 ——

利簋一并介绍，因其涉及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考古界对其中

记载的“岁鼎”一词是存在争论的，对其意思还无法下统一的定

论，但是也有许多的专家将“岁鼎与商周时期的卜辞仪式联系在

一起”。《左传》记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 …… 商纣暴虐，

鼎迁于周”，由此可见“鼎”代表了“天命”5，青铜铭文中周武

王伐纣的时间、地点其实是占星师卜算的结果 6。由此可见，青

3　唐朋：《文物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

4　教育部组织编写：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8月，第 

6页。

5　罗琨：《利簋“岁鼎”析疑》，考古2006第9期，第55-60页。

6　徐中舒：《西周利簋铭文笺释》，四川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0第2期，第

109-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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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器及内部记载的青铜铭文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商朝

和周朝所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的是要顺应天意，虽然

“天”神秘且强大，但是它也是具有道德性的。也正是由于“天”

具有道德性，所以周武王伐纣才能成功，因为“商纣暴虐，鼎

（天命）迁于周”，商纣王暴虐无情，不符合“天”所强调的道德

规范，周武王正是符合这一道德规范才能统治天下。人与人、人

与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思想家和学者探讨

的核心问题，比如老子所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刘禹锡

的“用天之利，立人之纪”等，都是通过探讨人、天、自然之后

得出的观点，这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至今仍对我们

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起到启示作用。通过对青铜器、青

铜铭文等的学习，从而让学生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

念，最终实现教学目标。

综上所述，青铜器与其内部存在的青铜铭文所体现出的“天

人合一”的理念和礼乐教化、以礼治国的核心思想，对我们现在

也是具有借鉴意义，但这并不是教材编写者向我们传递的核心内

容。向我们传达的则是人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不论是天人合一还

是礼乐教化，这都有个主体对象 —— 人，人在这个过程中才起

到决定作用，要想让人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就要对人进行礼乐教

化，这样才能更好的治理国家，因为国家是由人所组成的。因

此，在《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一课中所提及的“天人合一”的思

想，实质上是以人为中心，追根到底还是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二）中华传统理论中的民本思想

在《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一课“探究与拓展”下的第一部分

“问题探究”中，分别引用了《尚书·酒诰》和《尚书·梓材》

中有关“敬天保民”思想的话，并提问学生反映了怎样的思想观

念，有何历史意义。在教材《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第一课已经对

这一问题有了相应的解答。第一课的第一子目就提到中华文化重

视以人为本，“敬天保民”的思想最先由周公提出，为了实现这一

思想周公还制礼作乐，建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礼乐制度。也正如前

面所提到的在青铜器和青铜铭文中蕴含的“天命”思想一样，周

公提出的这一思想也是以“天命”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

相配套的措施，这也反映出周公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本质上

还是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结语

综上所述，本人对纲要上第一课内容进行了深度分析，在课

程标准的基础上最终得出第一课教学内容主要是弘扬民本思想，

唯有把握授课内容的主线，才能更好的向学生传递知识，实现有

意义的教学。唯有在深挖的基础上进行教学设计，以一条主线设

计教学，教师才能更好的教，学生方能更好的学，在有限的时间

内才能实现教学效率的最优化。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2] 教育部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2288号（教育类198号）提案答复的函（教提案〔2017〕301号）.

[3] 教育部关于印发《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的通知（教材〔2021〕1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M］，人民教育出版社．

[5] 徐永春：《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34页．

[6] 蔡德贵：《季羡林的多元文化观和文化交流论》［J］，齐鲁学刊，2003年第109-114页．

[7] 唐朋：《文物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

[8] 教育部组织编写：（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8月第6页．

[9] 罗琨：《利簋“岁鼎”析疑》［J］，考古，2006第9期55-60页．

[10] 徐中舒：《西周利簋铭文筏释》［J］，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109—113页．

[11] 行冬梅、刘新宇：《利用初中历史统编教材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例研究》［J］，教学研究，2021年第15期．

[12] 贺现峰：（关于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 3 的若干教学建议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一课为例）［J］，中学历史教学，2021年第12期．

[13] 林海鸥：《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论文．

[14] 卢月姣：《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D］，西南大学，2021年硕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