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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传统。

——李海涛《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比较》

探究问题：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与文艺

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有何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

析其成因。

从材料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

侧重于民族的救亡图存，强调个人价值与民族利益

相结合，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则侧重于个人

主义，重视个性解放和个人价值。之所以会产生这

些差异，主要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产生

是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和必然要求，

而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则是民族危机空

前严重，爱国志士们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寻求救国救

民道路的结果。

总之，时空观念对准确理解历史概念，构建历

史联系，进而准确认识历史规律有着基础性的作用。

重返具体时空，挖掘历史概念与时空背景的内在联

系，加深对历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建构阶

段时空，侧重时序观念，在动态的时空发展中理解

历史概念的发展演变；联系特定时空，侧重空间观

念，还原历史概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目前，如何

运用刚颁布的新课程标准指导具体的教学实践，以

达成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目标，是一线教师应该积极

面对的问题。上述实践只是笔者对运用时空观念进

行历史概念教学的一次尝试，愿为抛砖引玉。

【注释】
[1]聂幼犁：《历史课程与教学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年，第 109页。

[2]赵恒烈：《如何纠正学生掌握的历史概念中的常见错误》，

《历史教学》1963年第 5期。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 5页。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阈下的中学历史教学
——以人教版“宋明理学”一课为例 

◎◎ 徐文彬◎◎◎◎◎◎江苏省如东县马塘中学◎

中学历史教学承载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使

命，但不能生搬硬套，而应该从课程资源整合、教

学内容选择、问题设计等方面将优秀传统文化的思

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潜移默化地渗透给学

生。本文以人教版“宋明理学”一课为例，阐明如

何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开发课程资源，组织

教学内容。

一、关于理学产生的背景应该突出理
学家的社会责任感
人教版关于理学产生的背景主要叙述的是魏晋

至隋唐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强调佛

道思想对儒学正统地位的挑战。如果按照上述逻辑

讲宋明理学产生的背景，就会形成新的问题：理学

兴起的外因是佛道思想的挑战，内因是什么呢？这

就需要教师去阅读唐中期至北宋初期的儒学家如韩

愈、胡瑗、周敦颐、张载、程颐等人的著作，寻找

他们复兴儒学的动机。魏晋以来由于门阀士族的崛

起，九品中正制度的推行，许多寒士入世无门，或

寄情山水，或醉心佛道，这使得儒学神学化趋势加

强，玄学就是这种趋势的产物。无论是玄学还是佛

道都有不切实际的一面，这与先秦儒学是背道而驰

的。知识分子消极避世、崇尚清静的价值追求并不

利于社会发展。从韩愈至朱熹，唐宋间出现了一批

弘扬儒家道统，关心政治与民生的儒学大师，他们

意识到匡时济世必须重塑人们的精神世界，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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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比如程颐在一次聚会后就产

生了复兴儒学的自觉：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

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惟当

自明其理，吾理自立，则彼不必与争。[1]

程颐身上所体现的社会责任感在精神内核上与

儒家原旨实现了对接，成为理学的价值追求，最终

使得理学从三教合一的潮流中脱颖而出。所以在讲

解理学兴起的背景时，可以适当补充一些材料，说

明唐宋时期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儒学

大师，他们希望通过抨击佛道，完善儒学，重建人

们的精神世界。

二、关于理学的思想内涵应该挖掘其
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
宋明理学是非常广大而精微的哲学体系，中学

生是很难理清、理解宋明理学的思想内涵的。笔者

认为，这部分内容宜删繁就简，把重点放在挖掘理

学思想中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有积

极意义的内容。

1.修身为本的道德自律

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是天理。无论是程朱理学

还是陆王心学都要求人们以修身为本，通过道德自

律，来彰显天理。这对于提高人的修养，维护人格

尊严，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材料 1：（弟子）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

孰为人欲？”（朱熹）曰：“饮食者，天理也；要

求美味，人欲也。”

             ——《朱子语类》

师：朱熹认为“天理”和“人欲”分别是什么，

两者的关系如何？

生：天理指人正当的欲求，人欲指过分的欲求；

两者的关系是“存天理，灭人欲”。

师：朱熹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目的何在呢？

生：过分的欲求容易使人超越道德界线，他倡

导“存天理，灭人欲”是希望人们加强自律和节制。

通过这则材料，让学生明白“存天理，灭人欲”

的价值所在，而不是从字面去分析。教师再适当补

充南宋社会的奢靡之风，就更能让学生理解这一思

想在当时的社会意义了。

2.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理学家以孔孟儒学为正宗，故特别强调治国安

民的实际功用，反对佛道的虚妄。这种强烈的社会

责任有利于塑造中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材料 2：“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大学》

师：朱熹编写了《四书章句集注》，《大学》

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格物致知的终极目的是什

么？

生：对个人来说就是“修身”，对社会来说就

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师：朱熹认为读书是格物致知的一种途径，因

此读书是为了什么呢？

通过这则材料的分析，学生很容易感受到理学

思想中的家国情怀，从中受到感染，课堂中自然而

然地实现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引领。

3.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

阳明心学上承孟子性善论，提出“心外无理”、

“心即理”的命题，并由此提出“良知说”，认为

良知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良知

学说使得凡夫俗子的价值得到彰显，具有打破权威

的倾向。同时心学地位的确立是通过对程朱理学的

批判实现的，因此也需要打破外在权威。所以阳明

心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打破权威。

材料 3：“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

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

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

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传习录》

笔者认为，补充上述材料，学生就能理解心学

倡导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的理性精神，对学生的

学习态度也是一种引导。同时，为下一课讲解李贽

的思想提供铺垫，李贽的离经叛道固然与当时社会

环境有关，但从师承关系看，心学是李贽思想的渊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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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

王阳明认为知和行都产生于心，两者不可分割，

知而不行就是不知。由此可见，阳明心学的道德实

践并不是空谈，而是力行，后来出现空谈心性的现

象并不能归咎于阳明心学。

材料 4：（黄）直曰：“知行自是合一。如今

能行孝，方谓之知孝；能行弟，方谓之知弟。不是

只晓得个孝字弟字，遽谓之知。”先生曰：“尔说

固是。” 

——《传习录拾遗》

通过上述材料的分析，学生自然明白，知行合

一的关键是道德实践，而不是口头说说，所以心学

对于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作用更大。

挖掘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时要体现时代性，同

时也要注意客观性，不能牵强附会，不能刻意回避

其局限性，只有这样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三、关于理学的影响要突出理学完成
了儒学的世俗化
任世江先生认为，“理学对后世的最大影响绝

不是‘理’‘气’等深奥的哲理，而是对儒家伦理

道德标准的丰富及其普及化、通俗化。”[2]朱熹将

理学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中下层知识分子层面，

而王阳明则“将普遍的道德要求从上往下逐层地分

摊下去，使道德的承担者不仅是高层的士大夫和官

僚，并且要扩大到乡村、城市中的绅衿与农民、商

贾与市民”，[3]至此，儒学走完了其世俗化的历程，

真正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定程度上成为

中国人的宗教。笔者认为在讲授宋明理学的影响时

应该突出理学世俗化的过程，所以主要呈现了以下

材料：

材料 5：一组图片：（朱熹编撰的《四书章句

集注》《家礼》《小学集注》《童蒙须知》）

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

食之声。 

——译编自朱熹《童蒙须知》 

师：朱熹用理学思想编撰的《四书章句集注》

成为后世科举考试依据的教科书，《家礼》影响巨大，

《童蒙须知》更是儿童教育的必读书目。从《童蒙

须知》可以看出，朱熹传播理学思想方面有何特点？

生：重视教育；注重将儒家道德规范生活化。

材料 6：王阳明在南赣建立起一种乡村民众的

自治组织“乡约”，并亲自撰写了约规，即《南赣

乡约》。阳明的乡约模式强调格物致知，即格心中

之物，同时见诸行动。《南赣乡约》颁行以后，赣

县“人心大约淳正，急公输纳，守礼畏法。” 

         ——摘编自程鹏飞《王阳明“知行合一”与南

赣乡约》 

师：与朱熹相比，王阳明传播心学思想方面有

何特点？朱熹和王阳明对理学思想的传播有何积极

影响？

生：特点：面向底层民众；更加重视道德行为。

影响：使得儒家伦理道德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行

为准则，进而形成和谐的社会秩序。

通过上述两则材料的使用，可以使学生理解宋

明理学倡导的伦理道德与汉唐儒学并无区别，但它

把这些伦理道德变成了规则，变成了民众日常生活

的常识，任何违背常识的行为都被视为伤天害理的

罪孽，这才是理学统治几百年的根源。

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深入研读教材内容，

确定其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道德规

则或人文精神，找到契合点；其次，选择符合时代、

贴近学生生活的内容；最后，整合课程资源，采取

适合的呈现方法，设计精巧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

体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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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第 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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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 284页。

[3]袁行霈、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第四卷），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 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