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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人才培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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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顽强的绵延性和鲜明的发散性，它深深地扩散到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状态、

道德情操之中，构成当今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其许多精华，仍可为我们

在人才培养中提供智慧和启迪：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与“人本主义”，可以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宗旨；第

二，“立德立功”与“以义制利”，作为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第三，用“普遍和谐”与“知人善任”的观念培养人才的

道德能力。  

  【关键词】传统文化 ； 人才；  培养；  文化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特定的环境 (包含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具有顽强

的绵延性和鲜明的发散性。它深深地扩散到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状态、道德情操之中，并构成当今中国社会

的历史文化背景。生活在这种背景下的人们，其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也无疑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中国传统文化

的一个显著优点，是注重通过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发挥人的道德自觉，来调整各种社会矛盾，达到控制社会系统的目的。

不仅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光彩夺目，在今天仍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现实，仍可以为我们在人才培养中提供智慧和启

迪。  

一、“人文主义”与“人本主义”：人才培养的根本宗旨  

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有神论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宗教信仰一直未能替代儒家道德教育。从古代的“惟人，万物之

灵”[1]到清末龚自珍在《释风》中提到的“天地至顽也是倮虫(指人)而灵”，由儒家开创的这种注重现实生活的传统一

直绵延了几千年，已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中不可忽视的特色。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人、人的生命和人的生存，即

以人为万物之灵，又以人为自然、社会的中心。 “天地之性人为贵。”[2] “人有气，有生，有知，并且有义，故最天

下贵也。”[３]“所重：民、食、丧、祭。”[4]把人放在至尊至贵的首要地位。认为天为上，地为下，人在中心，由人

才把天地联系沟通起来，构成完整的宇宙世界。  

传统文化中这种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哲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作为新时期的社会中更应注重现实生活要求，要以人为

主体、为核心，切不可见物不见人。更应是“人本主义”，培养合格人才。  

1、培养公仆意识，真正的执政为民  

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

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5]在今天，人才培养工程首先就是强化公仆意识，自觉消除市场经

济对人的发展的消极影响，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群众看作一切活动、一切关系的主体、前提、动力和

目的。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真正依靠群众，积极培养和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这样的人才无论将来

在什么样的岗位，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造福社会与人民。  

2、培养信任尊重、以情待人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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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是尊重人格的一种表现，可以体现出个人存在的价值。只有对社会持信任的态度，才有可能得到社会的信任。同时，

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贡献，我们培养的人才会尽心尽力地搞好本职工作，如果偏听偏信，有亲有疏，只会损伤大家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情待人，就须深入了解、关心群众，并能在各方面给以力所能及的关心帮助，合法合理合情地解决一

些经过努力能解决的问题。越是经济社会往往越需要在人与人交往中，以心换心。  

3、培养心胸宽广，公平待人的作风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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