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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所高校教师南开联合倡议： 

在大学教育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14-06-23 12:22:00 作者：辛文忠 来源：南开新闻网 浏览次数： 0  网友评论 0  条 

  6月21日，由南开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传统文化与大学教育”高层论

坛在南开大学举行，来自北大、清华、南开、人大、复旦、浙大、南大、中山、武大等40

所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向全国同行发出倡议：在大学教育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倡议全文如下：

  关于在大学教育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倡议

  传统文化是文化传承与再造弥足珍贵的资源，是民族复兴与国家崛起必不可少的精神

保障。大学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如何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切实融入当代大学教育实践之中，以优秀的文化精神

濡染和塑造青年学子的心灵与人格，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并已引起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中华文明绵

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

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为了更好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担当起时代赋予中国大学的历史使命，我

们——来自全国40所大学的教育工作者向全国的同行朋友发起如下倡议：

  一、在大学教师中开展传统文化“再学习”的活动。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教师队伍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情况和修养程度参差不齐，总体水平并不乐观。大学要成为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的主要平台，提升教师的传统文化修养是重要前提。为此，我们倡议，作为大

学教师，无论专业背景如何，都应主动加强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同时，我们建议，各学

校为教师提升传统文化修养提供条件，组织开展灵活多样、丰富生动的进修活动。

  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成为建设富有生命力的当代文化的基石与基因库，

需要对文化传统进行全面的分析梳理，萃取其精华，在现代语境下激活，并探讨其与世界

各民族文化的兼容途径。这些都需要以更为深入、扎实的研究作为工作的基础。为此，我

们倡议，大学教师在做好自己原有科研计划的同时，对文化传承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从

各自不同的专业角度，对这个重大的历史性的课题作出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贡献。

  三、文化传承是全方位的，而大学工作的重心必定聚焦于人才培养。为此，我们倡

议，大学教师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面向学生的文化传承活动，通过切实的示范和引导，使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润物细无声”地滋养学生心灵。

  四、建议各大学在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学生活动等方面，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角

度重新审视已有的安排，进行适当而富有成效的调整。要从全面提升受教育者素质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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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从深化教育改革的角度，看待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这方面的调整落到实

处。

  五、我们倡议，从今年开始，将“传统文化与大学教育”论坛的举办常态化，使一年

一度的论坛成为讨论有关问题，交流经验，见贤思齐的开放性平台。

  中华民族的崛起，要在我们和我们的学生几代人手中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要通过

我们和我们的学生几代人的奋斗变为现实。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为在大学教

育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传统文化与大学教育”论坛

  2014年6月21日于南开大学

  与会代表来自以下学校(按音序排列)：

  安徽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重庆大学、大

连理工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河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济南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

学、南开大学、内蒙古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

学、苏州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师范大

学、天津体育学院、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西南大学、浙江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

  特别说明：论坛得到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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