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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主要工具,是世界上唯一传承至今的自源文字;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的历程中记载着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其自身发展变化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成为中华民族和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汉字文化课程包括汉字的起源、汉字的构造、汉字

形体的演变和表意、汉字的改革、汉字的艺术表现形式、汉字与文化、汉字的信息化处理等内容。 基

于对这些内容的细致分析,挖掘、梳理和列举其间蕴含诸多的思政元素,为课程思政融入高校汉字文

化课程的构建打下必要前提和基础,推进该课程思政建设,使其育人价值得以充分展现,进而提升学

生的知识素养和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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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上海市政府以部分高校作为试点高校

探索课程思政改革。 其后,社会各界在对课程思政

深入探讨中,逐步明确了课程思政教学要坚持以德

施教和以德立学,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2017 年 12 月,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指出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

标的课堂教学改革,要“梳理各门专业课程所蕴含的

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

系教育的有机统一”。
2020 年 5 月,教育部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明确要求:“要深入梳理专业课教学内容,
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深入挖掘

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达到润物无声的

育人效果”。
开展课程思政的基本前提是将专业课程蕴含的

思政教育理念融入课堂教学,使专业课学习与思政

教育融为一体。 由此可知,深入挖掘专业课程思政

元素成为课程思政得以贯彻执行、直至取得成效的

重要基础和根本保证。 而上引两份先后颁发的纲领

性文件,则是对高校各门专业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

掘、梳理和运用提出了具体指导和要求,是全国高校

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指引。 本文拟以语言类课程中

汉字文化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和梳理为切入点,探

讨课程思政融入高校汉字文化课程的构建,为课程

思政建设准备必要的资源素材,备足“有源之水”的

“源”;也为其他课程思政元素的整理提供借鉴,以达

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高校汉字文化课程简述

　 　 高校汉字文化课程,是国内汉语言文学、汉语国

际教育等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中常设的一门课程,是
语言类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广义角度看,汉字是

汉语的记录符号,那么以汉字为载体的所有汉语文献

反映的文化都可称之为汉字文化;从狭义角度看,汉
字是记录汉语的工具之一,且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

属于表意文字,有着自身的形体和特点,因而每个汉

字自身发展变化反映的文化现象亦称之为汉字文化。
本文所述的汉字文化是基于狭义角度的理解,所涉及

的“汉字与文化教材主要是结合传统文化来分析汉字

的构造,在汉字形音义的分析中阐发文化现象” [1] 。
需要指出的是,各所高校在教材选取上往往并非一

致,但该门课程的内容大体相当,主要包括:汉字的起

源,汉字的构造,汉字形体的演变和表意,汉字改革,
汉字的艺术表现形式,汉字与文化,汉字的信息化处

理等。
本文的讨论拟以这些内容为主,而不拘泥于某

版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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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思政融入高校汉字文化课程构建的
可行性

　 　 课程思政,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

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 具体实践表现为将课程内容

中蕴含思政教育理论知识、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等

育人价值的思政元素融入教学中,使之潜移默化地

影响和教育学生思想行为,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

教育目标。 然则作为高校语言类课程组成部分的汉

字文化课程,亦应融入课程思政建设洪流中。 且汉

字文化课程所包含的内容与已有研究成果,也决定

将课程思政融入该课程构建是可行的。
(一)汉字文化课程是一门以汉民族文明发展历

程所用文字,及其反映文化为阐释对象的课程。 近

年,与汉字相关的汉语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陆续得

到学界关注,取得一些成果[2-5] ,为语言类课程思政

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参考;但
这些成果多集中于课程思政理念下某学科或某门课

程的教学模式、教学策略、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教学

方法等方面的探讨,对课程思政践行必备前提的课

程思政元素作全面细致挖掘和梳理的则少之甚少,
与课程思政建设中多次强调的“深挖思政元素”相去

甚远。 我们知道,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传承至今的自

源文字,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历程中记载着中华

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其自身发展变化过程中积淀

了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和全世

界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因此,深入挖掘和梳理汉

字文化课程里蕴含的思政元素是可行的,这既是课

程思政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重要资源支持,也是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汉字文化课程有诸多内容,据文本分析可

知其包括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爱国情怀、优秀传

统文化、科学精神、求实创新、无私奉献等多种思政

元素(下文将详细讨论)。 它们是课程思政建设开

展、推进和取得成果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对高校学生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故而,将这些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结合起来,使其间

的人文精神及其价值得以充分渗入日常教学,于润

物细无声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即指导教育学生

如何积极向上、健康地成长;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

可行的。
基于上述可行性的论述,高校汉字文化课程思

政的开展,是把该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贯穿于教

学实践中,而这种实践的前提是课程内容中的思政

元素的挖掘和梳理。

三、课程思政融入高校汉字文化课程构建的
思政元素挖掘和梳理

　 　 为清晰起见,现以课程内容体系为序,逐一挖掘

和梳理高校汉字文化课程的思政元素。

(一)汉字的起源

　 　 有关汉字起源,主要有结绳说、契刻说,神话的

“仓颉造字说”等多种不同观点。 当代学者根据考古

发掘资料,如河南贾湖遗址距今 8000 多年的新石器

时代人类居住遗址中出土的龟甲上契刻的符号;又
如山东莒县陵阳河属大汶口文化的距今四、五千年

人类居住遗址中发现的、被认为是脱胎于图画的原

始汉字的陶符,总结认为汉字起源可能为刻画符号

或图画文字。
诚然,无论前贤还是时哲,对于汉字起源所持的

观点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汉字得以创造,成为记录

人们社会生活、社会生产及其经验的工具,正是由于

先民在生活生产实践中对自然和社会的细致观察,
对未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探索,对实物具象与

文字之间关系的思考等等。 青年学生因此得到启

发,愈发认识到中华民族先祖以他们的集体智慧创

造了汉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才得以传承。 而

后世学者基于考古发掘来阐释汉字起源的做法,则
更加体现了他们勇于打破旧说,以及孜孜不倦寻求

真知时秉持的科学精神和求实创新精神。

(二)汉字的构造

　 　 有关汉字的构造,较早见于汉代学者班固、郑
众、许慎等对“六书”的解说。 清代以后,人们对“六

书”的名称大致采用许慎的说法。 许慎在《说文解

字·叙》 里对“六书” 分别加以阐释且列举两个例

字,即“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的象形、“视

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的指事;“比类合谊,以
见指伪,武信是也”的会意、“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
河是也”的形声、“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的转注、“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的假借。
“六书”或被认为是造字之法,但因以其中转注和假

借为原则并不能产生新字,故一般认为真正的造字

法为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等四种,转注和假借则

属于用字法。
对“六书”的定义,是许慎客观分析当时已有汉

字结构得出的,并形成中国文字学奠基之作《说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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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其后“六书”(实为前述的四种)遂作为汉字造

字法而成为人们分析字形的重要准则,在研究汉字

形体、字义和读音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正是许慎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独具卓识的

智慧,才创造出系统分析汉字的理论,使汉字虽历经

几千年,其形体的演变发展仍有迹可循;这无疑值得

我们新时代青年学生以之为榜样而自强图新。
再者,如果从汉字产生时间的先后来看,古代劳

动人民在最初主要以描摹实物的方式来创造汉字,
即包含前述图画文字特征的象形字的应运而生。 但

面对复杂抽象的事物或概念时,单纯凭具体的描摹

已无法准确地表情达意,于是指事、会意等结构形式

产生,直至声音因素在构字里全面介入而出现最为

能产的形声字造字方式。 从这些造字方法产生的过

程中,不难窥见古人认识事物时持有的科学思维方

法,即从最初基于感性认识创造的象形字为起点,在
实践中不断深化至理性认识,创造表示抽象复杂概

念的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且从深层次认识事物

内在本质和规律,最终以形符和声符相结合的形声

字作为汉字最主要的结构形式。

(三)汉字形体的演变和表意

　 　 汉字自产生以来,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

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

形体的演变。 它们的不同形体特征是基于书写工具

和载体的变化:书写工具由刀具契刻到铸范、软笔、
石凿等;载体由龟甲、兽骨发展到金属青铜、简帛、碑
石、纸张等;且与此相对应的青铜文化、简帛文化、碑
石文化也逐一呈现。 教学中,学生结合形体演变理

论学习的同时,通过甲骨、青铜礼器、简牍、碑拓等实

物文字图片或资料的览阅,得以直观地、更加全面地

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文字载

体自身蕴含的古代科技因素,如金属青铜冶炼技术,
简帛制作技术,碑石文字的制作,纸张的发明等等,
都是古代劳动人们智慧的结晶;这些文字载体的演

进传承标志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 而且

这些文字载体对应青铜文化、简帛文化、碑石文化,
更加显现出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和深邃,从而

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激发他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且自觉奋战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事业中。
此外,俗称“方块字” 的汉字,多针对印刷体而

言。 其方块形具有疏密有致、规整方正的结构,恰是

中国人诉求端庄厚重的内在精神的显露;而往往通

过仔细审察字形,方能领悟所表示的意义,又是中国

人内敛、含蓄等优良品质的体现。

(四)汉字的改革

　 　 从广义角度来理解,汉字改革含多方面内容,诸
如简化字问题、汉字拼音化问题、规范汉字使用问题

等。 以此观之,汉字自产生至今一直伴随着不同程

度、不同方式的改革,如我国已知最早的比较成熟的

甲骨文里,就有一些形体兼具繁、简的文字;不同时

代产生的规范汉字使用的字书,都说明汉字改革是

由来已久的。
有学者追溯 20 世纪汉字改革历程,总结指出其

涵盖的三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从五四时期到 1949
年,文字改革从提出口号到‘拉丁化新文字’的摸索

实验,再到实验停止”,第二个阶段从 1950 年到 1985
年通过行政力量推行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等文

字改革的辅助措施,第三阶段从 1986 年转入新时

期,主要从文字改革转为语言文字规范化[6] ,颇为全

面。 教学中,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分析这三个阶段的

具体材料,总结从中得到的启示和精神养分:无论是

早年还是当下的汉字改革,学者都具有追求真知的

坚忍不拔的精神。 比如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面临

中华民族处于历史危难关头,一些有识之士如梁启

超、钱玄同、傅斯年、黎锦熙等,积极寻求社会发展出

路,提出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主张。 他们以汉字

改革为切入点,深切关注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

中华等问题,展现了爱国知识分子为国寻求富强之

路的积极向上精神。 而当代的汉字简化、汉字拼音

方案制订和汉字规范使用等,则是学者立足于汉语

自身特点,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地阐释汉字历

史地位和作用,指出汉字改革进程中曾出现的矫枉

过正之处,进而实事求是地提出恰如其分、循序渐进

推进汉字改革的诸多举措。

(五)汉字的艺术表现形式

　 　 这主要是从汉字书写层面上来分析,客观上看,
汉字书写因书体的不同而外在形式各异。 主观上

看,当书写者突破汉字书写实用性,将审美情趣和个

人情感意志等倾注于书写中,汉字艺术层面上的形

态随之产生,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汉字书法,成为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构成要素之一。
汉字的艺术表现形式———汉字书法里的思政元

素主要有:
其一,从创作者角度看,书法作品是书家艺术创

造的结果,凝聚着书家的审美理念和情感内涵。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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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杨雄的“书为心画”,唐代柳公权论笔法时称“用

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清代刘熙载的《书概》 所云

“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

而已”,都贯穿书画界常持有的“书品即人品”观点,
即书法作品可彰显创作者具有的品格修养和道德风

范,人品高则其书品高。 需要强调的是,书法作为一

门艺术,有其独立性,这种以伦理道德作为评判艺术

水平尺度的做法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如历史上以

蔡京、秦桧之流的人品低劣而否定其书品之高的;但
在艺术品鉴时注重书家品格修养还是受到十分重视

和认可的。 因此,教师在介绍书家生平、思想内容

时,可多分析书家的思想修养和道德品质,如书圣王

羲之生在东晋,历经乱世却秉耿介之气,坚守信仰和

节操,不事权贵,以质朴纯正的内心去感受自然之

美,达到清逸脱俗的境界。 苏轼在顺境时的锐意进

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逆境时的豁达和超脱,等
等;以使学生从中汲取书家具有的正能量,更深刻地

感悟到做人的道理。
其二,从内容文辞看,书法作品所载内容比较丰

富,有名人名言,有古诗词句,有书家自创之语。 因

此,在讲解作品时,可从富有哲理、促人奋进的警句

中勉励学生要勤于自身学业。 从古诗词里蕴含的爱

国主义、民族情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汲取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增加学生的文化自信,给予他们

正确的价值导向。 从书家自创之语中领略不同时

代、不同情境的人文精神,如《祭侄文稿》,满门忠烈

的颜鲁公以血泪挥毫出的是,在国家危难之际,那种

跃然纸上的忠贞爱国、大义凛然和百折不挠的气节

和精神品格;引导学生将爱国主义精神、做人的骨

气、坚毅的品格扎根于心。

(六)汉字与文化

　 　 一般认为,汉字的形体特征及其意义所指,与其

创造之初社会背景、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关系密切,所
以汉字早期用法中所蕴含和折射的文化内涵多来自

古代社会的不同领域。 如由对王、侯、示、祖、占、卜、
牲、盟、臣、妾、葬、俑等汉字的讨论,来分析研究古代

宗法制度;由对兵、戈、戍、戎、殳、弓、箭、矛、盾、甲、
胄、擒、狩、旌、旗、执、狱等汉字的讨论,来分析研究

古代军事刑律;由对安、妻、娶、嫁、姑、舅、姓、氏、男、
女、教、学等的讨论,来分析研究古代的婚姻家庭;由
对乐、舞、竽、笙、琴、瑟、鼓、钟、铃、钲等汉字的讨论,
来分析古代研究音乐艺术;由对衣、裘、裼、芾、舄等

汉字的讨论,来分析研究古代服饰;由对酒、鼎、鬲、
甗、簋、盨、簠、豆、盆、觥、壶、尊等汉字的讨论,来分

析研究古代饮食;由对宫、穴、堂、室、门、户、向、灶等

汉字的讨论,来分析研究古代建筑;由对车、舟、走、
趋、行、徒、陟、降、奔等汉字的讨论,来分析研究古代

交通;由对坐、跪、扇、宿、几、筵、席、桌、凳、椅、宾、
客、买、卖、帷、幕等汉字的讨论,来分析研究古代的

起居生活。
综上可见,学生理解和掌握这些汉字及其反映

的古代宗法制度、社会制度、音乐艺术、生活的衣食

住行等状况之后,深刻认识到汉字属于中国传统文

化重要组成部分,然则一方面可以比较具体感性地

接触到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等

不同方面;且在体悟先民智慧的同时,领会到汉字所

承载的华夏文明和民族精神,从而培育和树立自身

的文化自觉性。 一方面在潜移默化中增强自我历史

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加深刻地理解传承祖国优秀文

化遗产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汉字,随着

时代的变迁,新事物、新现象的层出不穷,其指称的

事物和表达的含义都日益丰富,遂突破汉字早期的

意义范畴及文化内涵,而折射出当下社会赋予其新

的文化意蕴。 因此,汉字是全方位、跨时代记载文化

的重要介质。 这就要求我们在了解文化发展历史的

前提下,应以博大的胸怀和谦逊的姿态,重视文化借

鉴,即古今互鉴,汲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有益知识

与经验,同时自觉摈弃其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成分,在
文化多样性发展进程中不断感受和增强中华文化的

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

(七)汉字的信息化处理

　 　 随着电子计算机等高科技的广泛运用,汉字信

息化处理的问题也日益提上日程。 20 世纪 80 年代

始,钱伟长、安子介、王选等老一辈学者专家率先提

出国家要重视中文信息发展。 1981 年 6 月 21 - 28
日,中文信息研究会在天津召开,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正式成立,主要发起人钱伟长当选为首任理事长。
此后,汉字的计算机处理成为中文信息处理的核心

任务;汉字编码、汉字输入法等也得以开创并运用于

实践操作中。 21 世纪伊始,当古汉字乃至出土文献

甲骨文的统一编码被纳入工作计划时[7] ,正是汉字

信息化处理一个飞跃的到来。 其后,金文、战国文字

等古文字的数据库和资源检索也越来越多地被开发

出来;汉字信息化开发更是拓展到语音识别、语音合

成和语义处理等方面,嘉惠于民。 2021 年 12 月 18
日,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

学会成立 40 周年学术年会在京召开,进行了主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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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训练语言模型是自然语言处理的未来”的专题讨

论[8] ,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得以展示和交流。
回望汉字信息化的历程,我们既看到研究者“胸

怀天下、矢志爱国的奉献精神,敢想敢做、勇于探索

的创新精神,不怕艰难、坚忍不拔的求真精神,不畏

权威、互助合作的协作精神” [9] ,又看到他们直面汉

字特点和现状,尊重客观规律、注重实践的务实精

神。 这些精神都值得青年学生铭记和学习;青年学

生感悟到中华传统文化在科技手段的支撑下,在与

多文明、多文化共存竞争中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永放光芒,青年学生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构建永

恒的精神家园。
讨论至此,为了更直观体现这些思政元素,现撮

其要列表 1 如下:

表 1　 汉字文化课程思政元素

课程内容 思政元素要点

汉字的起源 中华民族先祖的智慧,勇于打破旧说,孜孜不倦寻求真知,秉持科学精神和求实创新精神

汉字的构造
创新的精神、独具卓识的智慧,科学思维方法,感性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到理性认识,深
层次认识事物内在本质和规律

汉字形体的演变和表意
端庄厚重的内在精神,国人内敛、含蓄等优良品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和深邃,文化自

信,传承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汉字的改革
追求真知的坚忍不拔精神,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为国寻求富强之路的积

极向上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汉字的艺术表现形式

书家的耿介之气,坚守信仰和节操,不事权贵,质朴纯正的内心,清逸脱俗的境界,锐意进

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豁达超脱的个性,古诗词里蕴含的爱国主义、民族情怀、积极乐观

的人生态度,忠贞爱国、大义凛然、百折不挠的气节和精神品格

汉字与文化
先民智慧,丰富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传承,博大的胸

怀,谦逊的姿态,文化借鉴
 

汉字的信息化处理
胸怀天下、矢志爱国的奉献精神,敢想敢做、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不怕艰难、坚忍不拔的求

真精神,不畏权威、互助合作的协作精神,尊重客观规律、注重实践的务实精神

四、结语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主要工具,其形体蕴含丰

富的中国传统文化。 本文围绕汉字文化课程涉及的

七个方面展开讨论,先后阐述汉字的起源、汉字的构

造、汉字形体的演变和表意、汉字的改革、汉字的艺

术表现形式、汉字与文化、汉字的信息化处理;再逐

一分析、梳理、列举其间的思政元素,为课程思政融

入高校汉字文化课程的构建打下必要前提和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梳理是个

动态发展的过程。 这就要求专业课老师一方面必须

自觉学习和扩充思政理论知识,提高思政专业素养,
在聚焦专业课程的同时提升自身发现、挖掘、提炼和

梳理思政元素能力;另一方面在与时俱进中紧密结

合时事,不断汲取时代精神丰富内涵里的养分,持久

地创新和充实课程思政元素内容,并将不断挖掘梳

理出的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以全面推动课

程思政高质量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我们相信,在接受汉字文化知识和上述诸多思

政元素相辅相成、紧密熔融于一体的课堂教学后,学
生自身的人文素养和品格内涵必将在这些思政元素

包含的民族文化精华、民族精神、情感、态度、价值观

等熏染和教育下,得到极大的提高。 最终体现课程

思政的育人价值,实现课程思政立德树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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