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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person is one of the common methods of college educatio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lso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we should deeply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concepts, humanistic spirit and moral norms contained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herit and 
innovat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so that Chinese culture can show permanent 
charm and style of the times.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aking Li Bai culture, one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Li Bai spirit in 
college education, and creatively explains the integration of Li Bai spirit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nd reinterprets the rol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an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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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文化人是高校教育常见的方法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

时代风采。本文以此为背景，以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李白文化为切入点，就李白精神的内涵及外延在

高校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论述，并以时代育人的要求，创造性的阐释了李白精神及其与高校教育的融

合之路，以新的视角和方式重新解读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教育中的作用。 

关键词： 李白精神, 高校教育 ,传承与应用 

1.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曾在多个场合提出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中的、要坚定文化自

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总书

记的号召下，文化自信道路的铺设在全国各地相继拉开

序幕。 

四川绵阳，作为李白出生地，李白文化在绵阳地方

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地政府也是紧紧围绕李

白文化打造城市名片，李白故居、国际诗歌小镇、李白

文化节、李白文化旅游纪念品等系列举措层出不穷，营

造了浓厚的李白文化氛围。李白精神作为李白文化的精

神内核，鼓舞了几代人的斗志，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

难发现，与现有的李白文化符号相比，李白精神很难直

观的展示在人们面前。那么在当下怎样才能将李白精神

更好的传承与弘扬，使新时代的青年能完整的感受李白

文化的魅力呢？本人认为唯有将李白精神厚植与现实

的土壤，才能为其找到更适合滋养的温床。 

高校作为文化教育的主要阵地，天然的承担着文化

传承的重任。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即使经过了千百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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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洗礼依然能在新时期绽放出新的生命奇迹，也必将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增添裨益。让

优秀的传统文化绽放出新的生命力，这是新时期高校承

担的又一重要任务。本文将着眼于“传承”与“应用”，

深入探讨李白精神如何借力高校教育绽放新的活力；高

校教育怎样借力李白精神创新教育内容。 

2.李白精神及其教育价值 

李白，生活于我国古代的盛唐时期，这一时期的唐

王朝国泰民安，边疆稳固，加之社会物产丰富，全国一

派盛世景象。政治的开明，发达的文化以及对外交流的

频繁，也成就了这一时期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李白博

采众家之长并与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交织在一起，逐步形

成了富有特色的李白文化。 

“李白精神”作为李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内

涵非常丰富。它有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积极进取、顽强不懈的追求精神；有着“天生我才

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张扬个性与理想的狂傲精神；

有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蔑视权

贵、抨击时弊、抗争现实的反叛精神；更有“愿将腰下

剑，直为斩楼兰”的爱国主义精神。
【1】

无论是拼搏进

取、张扬个性、抨击时弊还是爱国爱民，这些都是当前

高校育人的目标之一，而这些精神品质在一定层度上也

很好的回答了“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

因此将李白精神纳入高校教育既是文化传承的需要，也

是高校人文教育的需要。 

3.李白精神与高校教育融合的可行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

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2】

李白精神作为今天“文化自信”的有

机组成部分，必将以傲视的姿态助力民族复兴之路，成

为实现“中国梦”的助燃剂。青年是实现民族复兴，成

就“中国梦”的中坚力量，因此要用传统文化的精神灵

魂培育新时代的接班人，就必须要找到文化与育人的有

机结合，高校显然是好最好的选择。 

3.1.两者结合的现实性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优秀文

化积淀凝聚了先辈们无穷的智慧，创造了无数奇迹，在

我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重彩的印记。历史证

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新时

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走“文化自信”的道

路再一次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应用推到了历

史的前台，其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在多个场合的讲

话中做了论述，其中：“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

命脉。
【3】

的论断更是如醍醐灌顶般给了青年人警醒。

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利刃，更

是我们的立世之本。青年一代作为新时代的开创者和接

班人，以文化立身已是共识，因此“李白精神”与高校

教育的融合符合当下文化传承的需求，符合高校人文教

育理念，符合高校人才培养目标。 

3.2.两者结合具有可操作性 

高校作为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除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外仍然肩负着文化传承的职责与使

命外，在高校课程改革以及课程思政广泛推行的大背景

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和教师将传统文化理念引入课堂，

这不仅是新时期教育改革的需要，同时也是满足青年一

代自我发展的需要。在民族复兴的重要关头，青年一代

勇于当担，拥有强烈的学习欲望和积极性，对于传统文

化的学习热情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热情，在此情境下将李

白精神融入高校教育是可行的。 

此外高校是教与学的集中地，学生具有学的积极

性，而教师更是具有教的专业性。唐智松教授曾在《教

育原理—研究与教学》中提到：“教师是一个专业，教

师工作是专业工作。”
【4】

因此将李白精神内涵纳入高

校教育内容，由专业教师利用第一课堂进行系统知识的

传授，由其他教辅人员利用第二课堂系列活动的开展予

以配合，即加深了学习的深度，也拓展了学习的广度，

更符合当前学生学习的习惯，更能保证学习的实效。 

4.李白精神在高校教育中的传承与应用路径 

李白一生命途多舛，即便是满腔的报国热情被赤裸

裸的残酷现实所湮没也没能磨灭他的意志，在与祖国大

好河山相伴中寄情诗歌，用一生践行着不懈追求、张扬

个性、针砭时弊和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这些品质直到

今天依然闪耀，而新的时代自然也赋予了李白精神新的

生命力，它将以一种新的姿态通过高校教育这个平台继

续传承，生生不息。 

4.1.融入开学第一课，筑牢品质教育之基 

入学教育作为新生进入高校的第一堂课，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第一堂课以校史校规、心理健康教育、专业

及发展介绍、职业规划、品德教育等为主要内容，旨在

帮助新生做好角色转变，树立远大目标以适应高校环境

及人才培养模式。第一课的教育形式多种多样，多以讲

授为主，辅之以网络学习、场馆教育等。 

李白精神融入第一课堂教育，重点在将“拼搏进取、

张扬个性、忧国忧民”的优良品质植根于当代大学生的

心中，为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让他们能树立远大的目

标。这一做法不仅符合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也与高校

人才培养的目标一致。在人才培养的同时也为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寻找到了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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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借力课程思政，搭建新的育人平台   

“课程思政”是目前高校思政教育的新形式与延

生，这一教育新形式的出现正是适应了当前教育改革的

需要，也为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

契机。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具体提出

了“课程思政”的核心思想，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要把

要把立德树人当做根本任务，不同学科和专业的教师在

进行专业知识教授的时候要深挖教学内容，将思政元素

充融入到专业教学之中，与思政课教育形成同向同行的

格局，进一步巩固和升华思政育人成效，“课程思政”

的推出为李白精神植根高校教育指明了方向，也搭建好

了平台。 

深挖李白精神内涵，我们不难发现其与众多专业课

程的学习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加之在学生成长的各个

阶段，李白文化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教育内容之中，这

种潜移默化的滋养，提升了青年人对它的熟悉度和接受

度，故将之作为课程思政的素材进一步的加工应用，是

能达到预期中的传承和育人效果的。 

4.3.携手校园文化，强化文化育人氛围 

校园文化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资源以一种潜移默

化的方式不断的强化着学校教育的目标，是学校教育的

重要内容和平台。借助优秀的传统文化营造浓郁的文化

育人氛围也是目前众多高校一致的选择。研究表明，新

时代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具有较

高的育人价值。(1).德育价值：培养高校大学生的道德

品质；(2).智育价值：提高大学生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

(3).美育价值：增强大学生的审美水平与鉴赏能力。
【5】

因此李白精神携手校园文化建设，不仅能充分发挥其育

人的功能，还能丰富校园文化内容，增加文化的多样性，

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探索求知的欲望，实现

了借助一院之功，拓宽文化育人之业，加强了文化育人

之效果。 

5.结论 

李白精神虽经千年传承，但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设新

时代的教育中依然有其生根的沃土，其精神内涵对于当

下人文教育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进一步创新

实践李白精神，探索其与高校教育新的融合方式、其育

人之价值以及拓宽其传承之路势在必行化育人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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