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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国学院的教学方案，自从去年3月国学院开始筹备，就一直受到学校的高度重视，

视为国学院的基本建设工程，经过反复论证，数易其稿，形成了现在各位所见的稿本。现在

我受学院的委托，将建构思路和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向与会代表作一些说明，诚挚地期望

各位的指正。 

一、关于国学的培养特点与目标 

国学是指传统的学术简称，同时也是指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术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进行

研究的一门学问。国学自上个世纪以来，作为一门与西学相对应的学术文化，在中国取得了

不凡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建立新的和谐社会的战

略需求，国学以及国学教育作为传载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化为主的学术文化与教育科目，方兴

未艾，前景光明。中国人民作为国内外著名的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研究型重点大学，理所

当然地在创办以传承中华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培养国学人材为宗旨的国学教育方面，具有

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在培养人材与教学方案的设立方面，我们首先对于下面一些问题是这

样考虑的： 

一、从培养特点来说，国学教育的特点在于将学术专业与人生教育融为一体，注重学术的通

贯性与专门化的结合，追求中西学术文化的互融。在全面进行以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教学的

同时，着重对学生进行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通过学术研究与文章写作，将专业知识与文化

修养融会贯通，做到通才与专才的有机融合，基础与应用的有机融合。考虑到培养这些目

标，学制上采用六年本硕连读与导师制的方式来操作。 

第二、国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既要有传统的治学特点，又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文献、文物资

料，使我们的国学教学与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国际学术视野。从治学方法来说，国学

的教学与培养既要有传统的治学特点，又要融入现代西方学科讲究分科的理念，突出国学与

以往文史哲分科既有所区别与有所联系的特点，从国学的通贯性与现代学科的分类性糅合一

体的观念出发，去讲授课程，从事学习，教学相长。 

第三、国学班的教学应增强大力学生的能动性，适量减少上课时间，增加学生自学与课堂讨

论的时间，同时实行导师制，发挥导师对于学生有针对性的指导作用，尤其在进入硕士课程

的学习阶段，更应加强导师的作用，建立师生之间的互动机制。 

第四、在课程设置上，鼓励学生将相关的通识课程放到文史哲系科中去学习，减少课程设置

上的重复，实行资源共享，互荣互动。国学院开设的课程重在元典与概论相结合，重在个案

与宏观相结合的治学潜质上的陶冶，培养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研究能力。 

第五、国学班教学将秉承中国古代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鼓励学生读万里书，行万里路，通



过广泛而深入地参加社会实践，饱览祖国大好河山，考察文物古迹，驻足各类博物馆，将所

学国学知识融会到实际生活体验之中，焕发青春朝气，振奋民族精神，从而将国学教育与精

神人格的培养互相促进。 

第六，从培养目标来说，本专业旨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对学生进行中国古代学术文化

与精神文化全面系统的教育，培养熟练掌握国学基本典籍和基础知识，具备良好的人文素质

与较高的学术水平，掌握现代知识体系，能在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政府部门从事国学研究

与教学，以及文化交流，文博管理，编辑出版等其他相关实际工作，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现

代人才。兼有研究与实用方面的人材素质。 

二、关于国学的学科建构问题 

发生在21世纪的国学教学，是在世界化的学科体系上进行的,因而必然地要契合当前的世界

潮流。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学如果不能证明其在当今存在的“合法性”，便无法取得世人认

同，也不可能在实践中生存与发展。 

国学理念的推本溯源，可以说一起步便是在西学影响下的产物。中国古代的学术源远流长，

但是在近代面临着与西方学术共生共荣的问题，因此，国学虽然有时也被国粹主义者所张

扬，但是国学的主流人物却始终将国学与西学视为相依为命的产物。20世纪初的东京国学讲

习会宣称:“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王国维更直接反对言学者有新旧中西

之争，他认为:“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

西学能兴者……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王国维用和谐相生的观

念来看待国学与西学的关系，可谓切中肯綮。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

便充分说明他的国学理念的正确，将国学等同于国粹或者完全以西释中，都是有失全面的。 

再从当时国学的学科设立来看，也是如此。例如，北大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

学、考古学等5个研究室。清华研究院国学科融合中国书院与英国大学制，分中国语言、历

史、文学、音乐、东方语言，另设考古学陈列室。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确定的国学范围，是

历史、文学、哲学、文字学、考古学、宗教、美术等。从这些史实来看，国学一开始便与西

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这些地方的国学院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停办了，但是取得的成就与培

养的学生，却说明这种模式的成功之处。因此，从学理上来说，国学在教学上可以适当采用

西学的学科分类来进行，而不可能另起炉灶。断言国学拒斥西学是不对的，将国学说成中国

传统学术的总称也是不全面的。如果我们的国学理念不端正，便会使国学教学失去理论上的

依据，人为地造成国学的“合法性”危机。 

当然，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传统学术可以放进西学中去分解，而西学则大多不能放

进中国传统学术中去。这是因为，中国的学术不主张西方那样的条分缕析，道家主张最高学

术境界是朦胧浑沌的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儒家主张人格与学术的最高境地是所谓

孟子所谓“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同时也提醒我们，过分地用西学来划分中国传统学术，固

然有其合理与必然的一面，同时也要防止中学为西学所分解乃至阉割的结构。那样国学也就

不成其为国学了。由此看来，在现代化背景下从事国学教育，本身也要顾及中学与西学在学

科上的同异，走出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怪圈，在现代文明即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融合东

西，和谐相生，创新国学。从这种理念出发，我们认为，在当今学术与教育较多地以西方为

框架的背景下，国学教育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在实践上有前人的正反两方面的借鉴。建立在

21世纪的国学教育是大有前途的一项事业。我们既要勇于实践，同时也要遵循学术与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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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在大胆实践与审慎行事中将国学教育向前推进。 

从大家目前所看到的教学方案来看，她由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这三大模块

组成。这三大模快是互相联系的。有着内在的关系。具体说来，学科基础课涵括了国学院学

生最基本的训练与基础知识，以及人格陶冶所必需的课程，主要是最基本的儒学经典，如

《诗经》与《论语》，这是儒家经典的基本，也是经学的源头，特别是《诗经》兼容文学哲

学与历史，有兴观群怨之用。而《论语》更是彰显孔子思想的原始文本，集哲学理与文学，

以及历史方面的知识于一体，学生也比较容易学习，因此列入国学院的学生一二年级的课程

之内。《左传》则是史学名著，其中也有着哲学与文学的意蕴，也是一门重要到基础课，故

列入学科基础课之内。 

另外，中国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与版本目录校勘等小学范畴，是国学的基本训练与知识，也

是学生将来从事国学研究的基石，因此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如果这方面的基础训练不扎实，

将来的国学研究与交流就会失去依托，所以这些课程在学科基础课中的占有比重较大，也是

顺理成章的。 

教学方案的第二模块则是学科专业课程。学科专业课主要从专业学习的角度，以学科基础课

的基础上面，深化国学学习，当然也与学科基础课有着联系，也不是截然分开的。 

第三大模块则是选修课。选修课主要体现教学方案中的增加选修课，减少必修课的思想，因

此，共有五十多门的选修课。这些课程。与必修课相比，是专门性的，意在吸引同学们对于

某些专门的学术范畴与门类的兴趣，以引导他们进入硕士阶段的深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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