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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民族人文精神培养的凸现问题与三个支点

蒙 佳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工程一 队
,

河北 廊坊 0 65 (XX) )

【摘 要】 提高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

弘扬民族人文精神
,

研究人文教育的可行性途径
,

这

是新时期条件下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

针对现实问题
,

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有三个支点
: 一是

指定 阅读关于人类文化史的书籍
,

增加 阅读量
; 二是在思维方法上

,

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观
; 三

是注意到人文价值观的变移性
,

通过活动参与
,

在社会 生活实践中低砺与完善
。

【关键词 】 民族文化 ; 人文精神 ; 阅读量 ; 意识流
; 整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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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族人文精神的现代意蕴

民族人文精神的内在属性
,

就是对本民族文化
、

本国传统文化价值底蕴的认同感和亲和力
,

并在人

的生活实践中表现出一种接纳民族文化主流意识形

态的积极情感
、

生活态度和人生价值取向
。

它是在与

人类社会生活相关的各种文化现象 中
,

所积淀下来

的以人为中心
、

居于本体地位的文化
,

对人的熏陶所

建构起来的一种广涵性 的
、

具有高度稳定性的内在

精神品质
。

就个人而言
,

民族人文精神素养的形成
,

是通过

间接知识的学习积累
,

社会环境的观察体验
,

积极参

与现实问题的发现与解决
,

逐步内化成为个人 自身

的人格
、

情操
、

气质
、

修养
、

情感
、

态度
、

价值观等代表

人的内涵性的精神品质
,

外显为生活态度
、

礼仪修

养
、

行为习惯
、

精神面貌等
。

2 新时期大学生人文价值观培养的凸现

收稿 日期
:
200 3一 08一 16

作者简介
:
蒙佳

,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工程一 队学生
。

间题

相当一部分大学生
,

自小在优越的家庭环境里

长大
,

是家中的
“

太阳
” ,

在生活上花钱如流水
,

热衷

于对社会时尚
、

潮流的追求
,

经常与周围的人在物质

十活上攀 比
,

不能吃苦
,

自理能力很差
,

缺乏 自立意

积
。

与他人交往中却不习惯于理解
、

善待他人
,

形成

了自我中心
、

目中无人的意识
。

还有一些学生
,

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家庭的原

因
,

积淀形成了 自私的意识
,

与同学相处习惯于计较

个人得失
,

对集体
、

他人显得 比较冷漠
,

与之交往的

同学越来越少
,

难以适应 当前社会意识氛围里的人

际交往环境
,

常常为此苦恼… …

在新时期条件下
,

由于社会转型时期中的价值

观念擅变和教育的原因
,

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偏低
,

人

文品质趋 向弱化
,

对人类文化知识知晓不够
,

对中华

民族优秀的传统人文文化继承缺乏应有的了解
,

人

类优秀的品格
、

修养知之甚少
,

情操
、

品格的熏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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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积淀不足
,

销蚀了人的远大理想与高尚的生活

情趣
,

在物质利益面前
,

在西方消极的意识形态和文

化价值观念的冲击下
,

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心胸狭窄
,

精种空虚
,

情感脆弱
,

目光短浅
,

胸无大志
,

对国家
、

对社会的责任感淡化
,

而表现出自私
、

狭隘
,

浮躁
,

急

功近利
,

学到的是世故圆滑
、

市井 的人生态度
,

正如

中科院院士杨淑子先生之曰
: “ … … 精于盘算

,

荒于

仁义 ;精于商品
,

荒于人 品 ;精于权力
,

荒于平等
。 ”

民

族人文底蕴的缺失
,

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

3 博览人文群书 : 从人类文化知识宝库中

汲取营养
,

此为支点一

提高当代大学生民族人文素质
,

其支点之一是

博览人文群书
,

通过阅读来积累人文大学生的知识
,

让人文知识真正渗透到大学生的心灵中
,

形成一种

稳定性的人格力量
,

影响其一生的学习和生活
。

在阅

读中养成乐于读
、

精于读
、

学会思考的习惯
。

博览人

文群书
,

就是阅读人类文化积淀下来的人文知识遗

产
,

包括阅读人类学
、

社会学
、

民俗学
、

美学
、

宗教史
、

考古
、

航海
、

游记
、

武侠
、

言情
、

传记
、

城市雕塑
、

饮食

文化
、

民族风情等人文书籍和刊物
,

从人类文化历史

知识宝库中
,

阅读书录
,

博览群书
,

极取营养
。

加强大学生民族人文知识素养
,

要讲究阅读人

文史书的策略
。

其主要途径有如下途径
:

①推荐阅读书录
。

—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
,

选读书籍有四书五

经
、

诸子百家著作
、

先秦文学
、

隋唐演义
、

唐诗
、

宋词
、

元曲
、

以及流传古今的《红楼梦》
、

《聊斋志异》等文学

史书杂记
,

都应该为今天的大学生所知晓
,

其中不少

的经典情节包涵着不朽的哲理
,

令人深思
,

对新时期

人文价值观的形成就有启迪作用
,

对分析
、

批判和抵

御不健康的
、

外来的
、

或固有的文化糟粕有借鉴作

用
。

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书籍
,

是博大精深的

人文知识宝库
,

例如孔子的《论语》
,

从来就有
“

半部

论语治天下
”

的誉称
,

可见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民族

人文素养形成的作用
。

— 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
。

中国近现代文化

史是民族人文精神培育的第一材料
。

184 0年以来的

中国文化史的主线是中国革命史
,

既是中国民众受

剥削
、

受压迫的辛酸血泪史
,

又是一部中华民族为求

生存
、

抗外侮
、

不屈不挠的斗争史
,

是中国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
、

可歌可泣的英雄史
。

它向

读者展现了一幅气势磅礴的人民革命运动画卷
,

其

中的人文价值观
、

民族人文精神涵盖了整部史书的

每一页
、

字里行间
,

它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一部政治说

教
、

思想训话的教科书
,

而是一部非常深刻的人文教

材
。

— 关于外国文化史
。 “

他山之石
,

可以攻玉
” ,

首先是一个对待外国的
、

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认

识态度问题
。

在新时期条件下
,

我们已经站在时代的

前列
,

大学生的全部生活命运已经融人改革开放的

现实生活里
,

在这一历史潮流中
,

我们已不可能
、

也

实在不必要 自我封闭
,

或盲 目地排斥外来文化
,

而是

以积极 的姿态学习
、

吸收外国先进文化
,

对西方文化

价值观进行不间断的再选择
、

再 内化
,

使外国的
、

西

方的文化价值底蕴为我们建构今天改革开放所需要

的民族人文精神服务
。

②增加阅读量
。

要有一定阅读数量的支持
,

通过量的积累来实

现质的飞跃
,

既是说
,

新时期大学生民族人文精神的

培养也必须经过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完成过程
。

没

有阅读量的积累
,

就不能有效地建构新时期大学生

所应有的民族人文精神
。

并且
,

这一阅读量的分布
,

应该分解到不同阶

段
、

不同年级
,

书目数量
、

文字长度的要求应 因人而

异
,

以及选择与相应专题配合的时间进行
。

③加强阅读指导
。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A n on lB oo m认 为
, “

包括

苏格拉底到卢梭等前人的著作
,

应该写出目的性
,

让

学生重新阅读
,

如此
,

中这些书籍中就可以寻找到生

命的终极价值和原初意义
” 。

这就说明
,

阅读不应该

是一种盲目的
、

随意的行为
,

良好的
、

有效的阅读活

动应该有计划
、

有针对性
,

要加强阅读的指导性
。

加强阅读指导从哪里人手 ?

—
要提倡读原著

,

研究原初性质的人文价值

理念
。

尽可能地避免炒
“

二手资料
” 、 “

速成读物
” ,

因

为
,

这样虽然
“

短
、

平
、

快
” ,

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

却是

很容易人云亦云
,

丢失了读者 自己的真知灼见
,

没有

独到观点的提出
,

也就难 以形成 民族人文精神的创

新思想
。

—
通过阅读

,

要解决一些认识上的问题
,

即意

识流问题
。

在新时期条件下
,

面对现实
,

思考间题
,

更

新观念
,

增强民族人文精神实用性
。

例如长期以来的

一些论辩问题
:

对于现代与传统的人文价值观
,

是厚

古薄今
,

还是厚今薄古
,

这关系到继承与创新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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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问题 ;对于外 国的
、

西方的与本民族的人文价值观
,

是洋为中用
,

还是中外兼进
,

这关系到是域外人文思

想本土化研究问题 ; 关于人文价值取向
,

是着 眼于
“

拿来
” ,

还是侧重在扬弃吸收
,

这又关系到整理
、

发

掘与实用的选择问题
。

如此等等
,

都需要在阅读过程

中加 以悉心指导
。

4 养成人文思辨 :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

维的方法论
,

此为支点二

时下
,

在一些局部地 区
,

伪科学沉渣泛起
,

什么
“

法力无边
” 、

什么
“

劫难预测
” ,

鼓吹者有之
,

相信者

也有之
,

使得相当一部分人
、

包括一些大学生
、

以及

有相当科技知识水准和一定文化修养的专业人士上

当受骗
,

乃至于至今确信不疑
。

作为社会人文精神的

一种负面价值取向
,

为什么伪科学具有如此大的欺

骗性和蛊惑性 ?

反思的答案是
:
传统的民族文化内涵还缺少人

文思辨
。

科学的民族人文精神的培养要注重养成人文思

辨
。

人文思辨的养成
,

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作

为武器
,

融贯辨证唯物主义和认识论和方法论
,

对林

林总总的人类文化知识进行分析和过滤
,

去粗取精
,

去伪存真
,

对社会事物的真伪和优劣加以辨认
,

对人

类文化知识积淀及其价值予分析和认同
。

即是说
,

人

文思辨作为一种人文能力牲
,

其养成过程就是民族

人文精神的产生
、

丰富和加强的过程
。

在新时期条件

下
,

大学生科学的民族人文精神的培养
,

要刻意加强

养成人文思辨
。

怎样养成人文思辨的能力 ?

( l) 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
,

是新时期 民族人文

精神的一个取向
。

实事求是
、

坚持真理
、

尊重客观
,

推

陈出新
,

这些是科学态度的基本组成因素
。

其中
,

实

事求是是最为核心的要素
。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

发现

问题比较容易
,

认清事实真相就难
,

而尊重事实和坚

持真理就更难
。

不屈从于权威
,

不迷信于固有结论
,

坚持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
,

这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
,

但却是一考察一个人所具有人文素养的高低
、

人文

精神的厚重的试金石
。

求实创新所需要的人文思辨能力
,

主要是三个

素养构成
: 一是面对真伪并存的人文价值观所具有

的辨别是非
、

尊重事实的胆识与魄力 ; 二是倡导正

确
、

科学的人文精神所具有的方法与策略 ; 三是在多

元性 的人文价值取向中坚持求实与求是相统一的创

新思维
。

上述三个素养
,

正是现阶段我们民族人文精神

所需要的
,

所急需培植的
、

或者发扬光大的
。

它们的

形成
,

并不来 自于书本的结论
,

而来自于人文精神培

养的实践
,

具体说
,

是主要来 自于实践过程中个人的

道德素养
,

以及个人道德素养与社会意识形态相互

作用的整合元 ; 它们也不来 自于科学
、

技术和工艺

学
,

而来 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

( 2) 科学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是大学生 自我培

养人文思辨能力的基本因素
。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

主要

学习它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就是要从对待事物的认

识态度
、

提炼的思想命题
、

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人

手
。

这一结论
,

对于今天大学生 自我培养人文思辨能

力
,

依然是适用的
,

是具有概括指导性的
。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一个重要价值
,

是在于

它能够有效地养成社会观察和人文思辨能力
。

在民

族人文精神培养的过程中
,

我们需要面对伪科学的

挑战
,

识别形形色色的骗局
。

在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

面前
,

在华丽的
、

经过
“

科学
”

包装 的外衣面前
,

怎么

样去识别真相与假象
,

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
,

把握事

件的本质联系
,

学会辨证 的方法
,

养成分析的习惯
。

这些
,

在改革开放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养成

大学生的社会观察和人文思辨能力
,

是非常有用处

的
。

5 砒砺人文价值观 : 接受社会现实生活的

检验
,

并不断升华
,

此为支点三

笔者在暑期回过家乡
,

位于重庆市铜梁县的一

个比较偏僻的小山村
,

经历了这么一件事
,

它深深地

记忆在心里
,

不时地唤起我的思索
。

那是夏夜的一个

傍晚
,

我去看望一位堂系血亲的阿爷
,

进门来到阿爷

的正堂客室
,

在泥士墙体的正壁上有一个神完
,

这是

供奉神灵
、

祭祀先人的位置
。

神完上顺序排列着四个

肖像
,

即三尊泥塑和一幅画像
:

土地神
、

如来佛
、

观世

音菩萨
、

邓小平像
。

这使我真正地吃了一惊
:把邓小

平与封建神灵供奉在一起
,

同时顶礼膜拜
,

风马牛不

相及
、

甚至于对立的两种文化价值观融和在一起
,

我

一时间没有读懂叩拜者的心思
。 “

孙女儿
,

我没有文

化
,

我只晓得邓小平就该在这个位置
” ,

阿爷平静地

回答道
。

(下 转4 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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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
,

歌曲在外语课堂教学中的运用有许

多积极的因素
。

教学实践证明将这样的资源用于课

堂对教学的支持是十分明显的
。

既然教学是一种发

展中的艺术
,

需要具有创新的和有创造力的思维使

之更为丰富多彩
,

那么我们就应该毫不迟疑地使用

歌曲这样的教学资源
。

在学生紧张的学习过程中
,

外

语歌曲无疑会使他们感到放松和兴奋
,

因而亦可防

止或减除他们对待学习的消极态度
。

在课堂中使用

歌曲的教学活动通常是以学生为中心的
,

如此便为

他们提供了表现 自己的机会
,

让他们可以充分发挥

想象力和创造力
。

同时
,

作为语言教师
,

我们也能受

益于歌曲在教学中的运用
,

因为我们最关心的是怎

样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学习动力
,

使他们对学习

保持持续的积极的态度
。

教师应该收集各类歌 曲以

备不同 目的的教学
,

不但让学生喜欢听
,

而且在他们

欣赏歌曲的同时有效地训练其各种语言技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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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给人民幸福生活
,

谁就是人民心中永远的神

灵
” ,

这话融在了我的人文价值理念体系中
。

在新时期条件下的一个宏伟 目标是全面建设小

社会
,

在中华民族文化历史
、

乃至于世界人类文化历

史上
,

这都是一幅最激动人心的
、

最波澜壮阔的人类

文化历史图卷
。

千百年来
,

我们的祖先
、

我们的民族

所世代梦寐以求的事情是
: 吃饱饭

、

穿暖衣
、

住好房
,

解决基本生存问题
。

而今天
,

这一基本生存问题的解

决
,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被卓有成效地实践着
,

正在一步步地获得成功解决
。

这一伟大的实践变革

的历程
,

也正是当代大学生 自我培养建构民族人文

精神的过程
。

建构和完善 自身的人文价值体系
,

把 自

己置身于伟大的社会实践变革中
,

让原有的人文价

值观主动接受社会现实生活的检验
,

升华民族人文

精神
。

在不断变移
、

动态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内涵中砒

砺 自身的人文价值观
,

校正其人文价值取向
,

这就是

一代大学生所要做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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