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礼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代表。作为人才培养重地的学校，开展礼文化教育对于促进学

生明志、树德、修身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学校要加强礼文化教育，需要明确当前礼文化教育的不足，推动学

校礼文化教育观念同一化、思路精细化，研究深入化、实践常态化，载体多元化、教学体系化，氛围立体化、教
育制度化，丰富、促进、加强礼文化在学生中的入脑、入心、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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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传解诂》中说：“中国者，礼仪之国。”
作为礼仪之邦的泱泱大国，礼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象征着中华

文明。大到治国理政的“为国以礼”，小到彬彬有礼

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礼节，都彰显着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礼是人类长期生产生活、交往实践

中形成，以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并以

之维系社会生活而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

的总和，同时发挥着促政通人和、施礼为人道的重

要作用。

一、学校开展礼文化教育的意义

1.明礼意在“明志”
当今中国，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强势与灌输、

后现代文化的冲击等影响着学生身心发展和“三

观”的形成，他们的价值准则、人生理想、道德习惯、
行为方式不仅决定着他们的一生，也决定着我们这

个社会、民族的未来。“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

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
而“民族精神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1]。
学校作为思想文化的重地、社会思潮的风向标，在

传统文化的价值坚守及传承中，帮助学生抵御不良

文化的侵袭，培育学生坚定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

和向心力。
2.施礼意在“树德”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原则规

范、行为方法、文化意识的总和，而礼是作为以风

俗、习惯和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的道德规范的总

和。礼文化从“来而不往，非礼也”的社会交换，到

“奉神人之事谓之礼”的宗教典礼，继而发展到周代

文王制礼，再到春秋战国孔子为礼正名，礼的伦理

道德意蕴轮廓逐步明晰。道德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

普遍的约束性，而礼是道德的提炼升华和德治的重

要基石。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礼、德都是维护

德性滑坡的最后防线。学校开展礼文化教育，可以

以礼树德，不断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操，夯实

道德根基。
3.行礼意在“修身”
古语有云：“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个体秉成于

内而化形于外的文化积淀。孔子说“学礼”“知礼”
“立于礼”，指的就是礼文化教育乃人安身立命之

本。“知礼成性”主要指主体修为中丰富的知识涵

养、谦恭的礼仪素养、完全的人格修养。因此，以礼

修身尤为重要。学校通过礼文化教育体系化的教学

和实践，促使学生将礼义内化于心，也必然会外化

为行，转化为学生的素质、气质和品质。学生在文明

施礼中，逐渐注重礼节、遵照礼仪，努力成为一个讲

文明懂礼貌、气质脱俗、风度优雅的人。

二、学校礼文化教育的现状

1.礼文化教育内容不充实

“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教育要立德树人，进一步凸显了礼文

化教育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与青少年学生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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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育相契合的是，礼文化内容上不仅包括《公民

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道德规范的内容，还包括礼

学经典、传统礼仪、伦理道德等。而当前学校教育中

对礼文化教育重知识传授轻礼节研习，更多地关注

基础教育，忽视了礼文化教育的内涵建设。即关注

学生礼仪的培养，而没有渗透礼义教育。学生在不

明理、不识礼的茫然状态下，也就不能发自内心地

知礼，进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此外，师资力量和

相关书籍资料等软硬件配备的不足，也影响了礼文

化教育在学生培养中的作用发挥。
2.礼文化教育载体不丰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学生正确的价值

观，学校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大到社会报刊

网络，再到学校教育渠道，礼文化教育载体单一、成
效甚微的现状依旧。当前，各级各类学校对礼文化

教育的重视不够，大多只是将其作为学业教育的补

充，在课程教学之余辅之以适当的教育活动。学校

重视不够、平台建设滞后、资金投入不足等带来的

首先是教育载体和教学平台的不足，随之而来的

则是礼文化教育氛围的淡化。学生缺少浸润式礼

文化体验，知礼、行礼的意识也会逐渐淡化。因此，

还须对礼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教育在教育

载体、教育力度上加大投入，以实现教育目的。
3.礼文化教育效果不明显

塑造“气质脱俗、风度优雅”的人是学校礼文化

教育的目标和追求，然现实却是：公共场所的乱吐

乱扔乱刻、学校食堂的加塞插队打饭、现实生活和

网络生活中的粗话……一方面，应试教育的倾向影

响着礼文化教育的效果，专门的、针对性的学习占

用着学生的有限精力和时间；另一方面智育至上倾

向弱化了礼文化在德育中的作用。社会上个人主义

和拜金主义现象，都影响着学生对传统礼文化的

重视、兴趣和研习。学校要追求礼文化教育的效果，

就必须重新审视礼文化教育的现实意义和地位，做

到思想上有新提高，工作上有新举措，建设上有新

成效。

三、学校开展礼文化教育的路径

1.学校礼文化教育的同一化、精细化

“礼是道德的提炼升华和德治的重要基石。”从
古代来看，“礼乐文明是周代社会的纲纪”，礼被视

为与“天经”“地义”等同的概念，是经邦治国、安身

立命、教化万民、促进社会道德理性原则的大法。从

当下来看，西化现象对民族精神及文化认同的冲击

越来越严重，礼文化教育是构筑文化自信、重塑民

族精神等德育的重要内容。社会、教育行政部门及

教育工作者须对礼文化教育在德育中的作用有充

分的认识，从政治高度、社会层面、个人视角开展礼

文化教育价值大讨论，逐渐形成理念的认同、思想

的同一，这样才能在推行上形成合力。
学校要认识到推行礼文化教育的困难，正确评

估师生对礼文化教育的认可和接受程度，制定渐进

式、精细化的实施路线。要于兴趣激发处着眼，首先

采用师生喜闻乐见的形式，逐渐推进、深入。要充分

挖掘礼文化教育促德育的内在关联性，将礼文化教

育列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自觉形成以礼仪培养

为内容、以礼义教育为目标的教育理念，有计划地

推进从可能的异化、逐步同化、进而实现理念的认

同和行为的内化。要在具体推行的各阶段设立反馈

及评价机制，既要在整体上作宏观目标设计，也要

设立阶段目标，及时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推动学校

礼文化教育的科学有序发展。
2.学校礼文化教育的深入化、常态化

当前礼文化教育长期缺位，学生缺乏对礼的系

统认识，直接影响到传统文化在学生中的影响力。
学校要积极研究以礼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历史及其当代意义，深刻挖掘礼文化教育的时代

内涵，探索礼文化教育在学生德育、审美情趣、人文

素养、综合能力培养等方面的作用，从“成人”的角

度找寻礼的现实价值。研讨学校礼文化教育的教学

内容，将知识的传授和仪礼的践行并举，构建从知

识到行为、从礼仪到礼义、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

的教学实践体系。深入思考礼文化教育的实施路径

和载体平台，将德育生活化研究融入礼文化教育，

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依托传统媒介、借鉴互联网

和新媒体思维多层次、多渠道开展教育。
理论研究指导礼仪实践，礼仪的实践能够很好

地检验、反哺理论研究。可以将礼文化教育分为不

同的阶段加以实施：一是意识激发阶段。重点依托

课堂教学，通过开设礼仪课堂，举办分类礼仪讲座

等，传授礼仪知识，激发礼仪自觉。二是仪礼践行阶

段。开展“五四”成人礼等校园文化艺术活动，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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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感染下，培育学生的礼仪素养。建立学生礼仪协

会等社团，丰富学礼、施礼的土壤。开展校园公益公

德行动，让学生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中体验、丰富

礼文化的基本内涵。三是行为规范阶段。仪礼的践

行并不一定能带来礼仪的外化和行为自觉的结果。
举办名家进校园、学生礼仪辩论赛等活动，引导学

生既要重视外在的礼仪行为，更要明白内在的礼义

道理。开展校园礼仪先锋典型寻访及校园宣讲活

动，通过榜样模范，以朋辈的力量引领青年。组建校

园仪行劝导服务队，及时发现、纠正校园不行礼、不
识礼的现象，培育良好的校园礼仪自觉。

3.学校礼文化教育的多元化、体系化

教育的载体也称之为教育媒体，是教育者与受

教育者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具体到礼文化教育，

可以从以下三点思考载体的多元化：一是大众传媒

载体。从最简单的实物、语言，到书籍、印刷品，再到

有声的磁带、电影、电视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可以预见，移动终端阅读及新媒体传播媒体也会越

来越丰富。二是课程载体。这里的课程载体主要指

正规的课堂教育，这是礼文化“灌输”必不可少的显

性载体。可以尝试开设礼仪课堂、礼仪选修课或是

在思想政治教育、职业规划、就业指导、心理健康等

课程中嵌入礼文化教育的内容。三是文化载体。通

过校园环境、宿舍环境等建设，营造浓厚的礼文化

氛围；开展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进行潜移默化的

教育；以学校管理制度和管理体制所折射出来的服

务工作的创新，规范、激励学生的礼仪自觉等。当

然，礼文化教育载体的多元化还可以进一步延伸，

但载体的多元化必须是为教育目的服务的，单一的

教育载体已经不能适应教育的需要，在载体多元的

同时还必须考虑要形成教育合力。
礼文化教育合力的形成是一项复杂工程，其中

教学体系的设计是重要内容之一，可尝试先从内

容、平台、师资三方面出发，打造“三位一体”的教学

体系。一是确定课程内容。要贯彻从礼仪到礼义的

教学思路，根据学生的年级和接受程度，制定覆盖

全体并关注个体的分阶段、渐进式的教学内容，构

建涵盖教师参考用书、学生辅学读本、教学指导资

料和理论普及读物等立体化教材体系。二是要丰富

教学平台，形成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互补，理论与

实践并重，线上与线下并行，校内与校外协同的生

动局面，打造出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成效显著的教

学活动。三是要广泛争取校内外专家学者及领导的

支持，培养一批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教学科研人

才，为理论研究及课程建设保驾护航。为检验教育

教学质量，教师要形成及时、合理的评价，有条件的

学校可以尝试在推行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健全课程

评价体系，实现对教学的反馈。
4.学校礼文化教育的立体化、制度化

相对于当前程式化、理想化的德育方式，生活

化、日常化、立体化的礼文化教育更能够获得学生

的青睐。学校应发挥自身的天然优势，将以丰富、凝
练、奋进的校训和学校精神为核心的学校精神文

化，以师资队伍、学科门类、课程设置、校园布置为

主体的学校物质文化，以现代、健全的学校制度为

目标的学校制度文化，以融入于全体学生的教化体

验的正能量文化、公寓文化、餐厅文化、网络文化等

校园专题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统一的规

划与设计。此外，礼文化教育还应发动学校教职员

工的广泛参与，通过全方位提升教职员工的学识能

力、个人魅力和服务能力，强化对学生的礼仪示范

及引领。
具体的实践依赖于健全的制度，无形的制度可

考于有形的活动。学校礼文化教育效果离不开教育

制度的保证。学校可以通过狠抓基础、重抓活动、强
抓示范，将礼文化教育典型经验做法上升为制度，

并以制度培养习惯。持之以恒开展明礼修身工程，

创办学生礼仪学校，在新生入校教育中将礼仪教育

作为重要教育内容，使之得以制度化推行。将礼仪

课开成文化选修课、必修课，系统、全面、规范地对

学生开展礼仪基本理论和实践教育。将学生尊礼、
行礼及参加公益活动情况作为评优表彰及团员考

核的基本要求，并加以推行。学校还可通过为学生

发放礼仪读本，开设礼仪讲座培训，创建礼文化情

境，使学生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明白礼

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基本礼仪规范，形成良好的文明

行礼习惯，以提升个人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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