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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blication of the guiding outlin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classroom provides 
important guida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classroom. As a soft power course for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jors, Chinese rhetoric can not only train students'rhetoric ability of 
speaking and writing, we should not only teach students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rhetoric skills, but also 
interpret the cultural factors behind the rhetoric knowledge, so that the knowledge can be truly understood by 
the students and transformed into their inner qualities and abilities, to establish the effect of tree people. This 
paper aims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three principles by reading and grasping the cultural factors behind 
the objects, the relations of adaptation and respect, the thought of offering teaching exploration for the "course 
thinking and politics" of Chinese rheto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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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等学校课堂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发布，为高校课堂思政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汉语修辞学

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一门培养软实力的课程，不能仅仅是培养学生能说会道、能想会写的修辞能力，

还应该在教会学生相关理论、培养学生相关修辞技能的同时，解读这些修辞学知识背后的文化因素，

让这些知识让学生真正理解，转化为内在的品质和能力，达到立德树人的效果。本文主要通过解读把

握对象原则中理解对象、适应关系、尊重对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进而让学生理解这三个原则，为汉语

修辞学的“课程思政”建设逻辑的提供教学探索的思路。 

关键词：课程思政   汉语修辞学    教学探索 

1.前言 

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堂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为高等学校全面推进课堂思

政建设，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提供了重要指导。在高校课堂中融入思政元素是文学语

言类课程一直贯彻的教学要义，《纲要》中指出文学语

言类课程：“要在课程教学中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维度深

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结合专

业知识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

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本文主要通过对把握对象原则的三个准则理解对

象、适应关系和尊重对象深层的文化解读，引导学生正

确的认识中国文化，在传授修辞学知识的同时，与思想

政治课程同向同行，共同担当育人的责任，为汉语修辞

学的“课程思政”建设逻辑抛砖引玉。 

2.研究修辞原则的必要性 

修辞不是巧言令色，不是美化言辞。修辞是在交际

活动中为了追求最佳的表达效果充分地调动语言材料

的交际活动。因此，修辞活动看似平常，每个人觉得自

己每天睁开眼睛，开始与这个世界，与他人进行交流时，

就开始了修辞活动，但实际上成功的修辞活动并不简

单。在修辞的定义分析中，修辞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最佳

的效果，就意味着在交际活动中存在着影响交际效果的

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什么呢？这需要从交际活动来分

析。交际活动是交际主体与交际客体在一定的语境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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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特定的符号和途径进行信息传递的过程。因此，在

交际活动中，交际主体的表达、交际客体的接受、交际

活动发生的语境以及信息传递的方式、途径和信息传递

的符号都会影响到交际效果。因此，在交际活动中，交

际的矛盾是永恒的。修辞的原则就是针对交际活动中存

在的影响交际效果中的因素而在具体的交际实践中通

过总结经验和教训，并结合相关的文化因素，总结出来

的相关要求。这些要求是较为宏观的做法，里面包含着

大量的中华民族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充满了中

国文化和智慧，因此在讲授课程时，就不能只是简单地

讲授相关原则，授课教师要结合学生身边的相关案例来

让学生清楚的知道这些原则如何操作，并揭示这些原则

背后的文化元素，才能让学生从文化和心理上真正认同

这些原则。 

而在这些矛盾最直接的是表达主体和接受客体之

间的矛盾。交际活动是在表达主体和接受客体之间进行

的，表达主体一方面是表达，接受客体另一面是理解，

表达主体和接受客体是会相互转化的。表达时要考虑接

受客体，理解时也要考虑接受客体。因此现代汉语修辞

学从阐释学、接受美学收到启发，但言语交际最佳效果

的实现主要反映在言语客体的认可度上。比如在《西游

记》第八十二回《姹女求阳 元神护道》中提到八戒问

路时喊两个女怪被挨打后向悟空哭诉，悟空教八戒问路

说到：“你变了去，到他跟前，行个礼儿，看他多大年

纪：若与我们差不多，叫他声‘姑娘’；若比我们老些

儿，叫他声‘奶奶’。”八戒因此顺利探得唐僧消息。在

这个故事里讲的就是悟空如何教八戒在获得的妖怪认

可后达到打探消息的目的。当然这种行为到底是迎合媚

俗还是灵活多变，这就需要引导学生正确的在交际活动

中把认识握对象的修辞原则，也就是我们该如何如何把

握对象呢？这就是理解对象、适应关系和尊重对象的三

大准则。 

3.理解对象准则的文化因素 

把握对象原则的第一条是理解对象。何谓理解对

象？首先来看一个周恩来总理的案例。在一次介绍我国

建设成绩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个西方不怀好意的问：“请

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 ：“中

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 18 元 8 角 8 分。”当他看

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货币面值为 10 云、5 元、2 元、1 元、5 角、2 角、1 角、

5 分、2 分、1 分的 10 种人民币，合计为 18 元 8 角 8

分。”其实当时那位西方记者提出那个问题有两个目的，

一是刺探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二是想嘲笑中国经济落

后，国库空虚。但是周恩来总理却凭借自己高超的修辞

能力，识破对方的政治阴谋。修辞活动虽然是交际主体

表达自己信息的需求，但对接受主体的理解也是十分重

要的。在交际活动中，交际主体必须充分的理解交际客

体的实际情况，从年龄、性别、出身、经历、政治态度、

文化教养、气质、性格、习惯等，忽视了这些，是不可

能有最佳表达效果的。 

在具体的交际活动中，理解对象的具体情况是十分

重要的。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每一个交

际客体的情况也是不同的。如果交际主体在交际活动中

不能够全面的把握相关情况，就不能够对症下药，很可

能在修辞活动中出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误解。

例如有一个人请客，看看约定的时间都要过了，可是还

有一大半的客人没来。主人心里感到非常的焦急，就随

便的说了一句：“怎么搞的，该来的客人还不来?”这问

题就来了，那些想很多并且敏感的客人听到了，就会想：

“该来的没来，那我们是不该来的咯?”于是便悄悄地

离开了。主人过了一会看到又走了几位客人，就更加着

急了，又随口一说：“怎么这些不该走的客人，反倒走

了呢?”剩下的客人听到了，就会想：“走了的是不该走

的，那我们这些没走的才是应该走的？”于是又都离开

了。到最后，唯一一个和主人较好的客人，目睹这场尴

尬的饭局，就和他说：“你说话前应该先考虑一下，否

则说错了，就不容易收回来了。”主人大叫冤枉，急忙

解释说：“我并不是叫他们走啊！”朋友听了非常生气的

说：“不是叫他们走，那就是叫我走咯。”说完，他头也

不回地离开了。当然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着换质换位的推

理逻辑，同样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说，主人没有充分理解

客人的心理，说话时要经过大脑思考，敏于事，慎于言。 

当然，理解对象不是无限制地去迎合对象，也不是

我们常说的“见风使舵”。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此有些

类似的俗语，比如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进

什么山唱什么歌”。这些是对于把握对象准则地表层理

解，片面概括，其体现了为人处世，没有原则性，比较

油滑的一面。但理解对象不仅仅是如此。理解对象体现

了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文化，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要养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的习惯，在平时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要学会提前做好准

备工作，多做头脑风暴，把意料之外变成意料之内，让

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而且交际活动又是一种特殊的交互性活动。在交际

活动中，交际主体与交际客体在信息交往中处于不断地

相互转换的运动中。理解对象的原则背后还有一种文化

因素是换位思考的人生哲学。当你把自己的相关信息传

递给别人时，别人也要把相关的信息反馈会你。绝不能

把对方当作对立的他者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应

该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二元对立，而应该是主体与

主体之间的一种和谐的主体间性的存在，修辞就是建立

中主体间性交往空间的符号。 

4.适应关系准则的文化因素 

修辞活动是人们在交际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交

际活动中交际主体与交际客体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修

辞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交际活动中把握好人际交往

的关系尺度就是把握对象原则中适应关系的准则。 

例如：下列句子分别适合与具有什么层次人际关系的

交际对象来说： 

（一）你把灯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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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关一下灯。 

（三）麻烦你关个灯。 

（四）请你帮我关一下灯。 

（五）不好意思，帮我关一下灯。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一般对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

人，说话时的礼貌程度越轻，甚至有些无理，而面对陌

生人时则显得彬彬有礼，比较恭敬。比如在家里吃饭时，

爸爸给你盛了一碗饭，你说谢谢您，那父母肯定心里嘀

咕你到底做了什么事，这么见外和客气，这是由中国人

把人分为“自己人”和“外人”的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

所决定的。我们对“自己人”有责任感和义务感，有较

大的容忍度，可以“为朋友可以上刀山下火海，两肋插

刀”，但是对“外人”则更多的时排斥和客气，所以孔

子在《中庸》中又指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

也，尊贤为大。”因此，在人际交往中，人们会根据不

同对象而决定不同的语言形式。一般可以分作五级： 

亲切的（家庭成员、亲密伙伴） 

随便的（熟人之间平等交谈） 

一般的（相识之间的平常事） 

正规的（初相识、对长者） 

礼仪的（典礼，外交） 

当然这种以血缘为基础建立的人际关系是中国文

化的传统，既有利也有弊。他的好处就是“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当我们为了生计闯荡天下时，我们都可

以通过这种人际关系得到“自己人”的关照和帮助，但

是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可能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各种

各样的烦恼，人们会陷入各种人情世故之中难以自拔，

许多贪官的腐败就是从“自己人”和“身边人”开始的。

因此《论语·为政》中提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

不周”。就是要求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公私分明。 

适应关系，不是让让交际主体做“变色龙”，而是

在面对与你具有不同的人际关系的时候，能够做到说话

得体，让交际客体能处在较为舒适的交际环境中完成交

际活动，较为准确的接受相关信息。 

5.尊重对象准则的文化因素 

尊重对象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一条重要准则。网

络上有一个段子：学生：“老师，昨晚我见一盲人打着

灯笼走路。他明明看不见，打灯笼有何用？”老师：“如

果他是怕别人看不清路，这是儒家；如果他是怕别人撞

到他，这是墨家；如果他认为黑夜出门就必须打灯笼，

这是法家；如果他认为想打就打顺其自然，这是道家；

如果他借此开示众生，这是佛家；如果他明明看得见却

装瞎，这是政治家。”当然我们选取的是儒家的道德观，

在交际活动中交际主体在传播信息时就像一盏黑夜中

的明灯，如何才能让交际客体接收到信息，就必须明确

信息，最终的目的不是为自己指路，而是为他人指路，

这是对交际客体的基本尊重。 

在交际活动中，交际主体必须以良好的情感状貌引

导交际活动以积极健康的态势向前发展，这就是尊重对

象。在现实修辞活动中，有许多失败的案例的原因都是

对交际客体的不尊重。比如成语“嗟来之食”就是出自

《礼记·檀公下》，说的是：春秋时代齐国发生饥荒，

黔敖准备食物救济饥民。黔敖对一个饥民说：“嗟！来

食！”那个饥民说：“我正是因为不吃‘嗟来食’的东西，

饿成这个样子的。”尽管黔敖道了歉，但那个饥民坚持

不吃“嗟来之食”，最后饿死。这个故事可以有许多方

面的解读，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尊重对象准则的角度来解

读。黔敖虽然处于好意，但是没有尊重饥民，最后好心

办坏事。 

尊重是最基础的道德。我们在修辞活动中必须学会

尊重他人。但是在日常生活失败的修辞案例中，有很多

都是没有做到尊重他人。而当代大学生代表着祖国的未

来，也是国家的希望，因此社会各界给予了高度的期望。

大学生因为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道德取向在某种程度

上能代表未来主流社会人群的价值取向。但笔者在平时

的观察中发现，多数大学生是具有“尊重”的道德意识，

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自觉遵守“尊重”的道德行为规范。

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依然有些大学生“尊重”的意识

比较淡薄的。现在的大学生全体多是独生子女出身，父

母比较宠爱，他们对“尊重”的道德缺乏体认，因此“尊

重”道德失范的现象比较普遍。据相关的报道，评选出 

19 项大学生最不文明的行为中，在自习教室喧哗、不

尊重同学个人隐私、随意吐痰、乱扔垃圾等现象最为突

出。甚至有许多学生会出现不尊重别人的人格和生命的

地步。近几年来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的校园欺凌时间和

学生因失恋自杀事件都反映了在道德教育中尊重教育

的缺失。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所发生的与工作人员的

冲突事件，同样反映了尊重教育的问题。 

而在具体的修辞活动中，对于交际客体的尊重是必

要的。这种尊重不是唯唯诺诺，不是奴颜卑膝，不是盛

气凌人，不是颐指气使，而是把交际客体当作于交际主

体平等的对象，心平气和，和颜悦色的面对对方，争取

在一个较为合作的环境中进行信息的传播和交流。特别

是对于以后会作为教师的学生来说，在教学活动中，尽

管教师是启蒙者，但是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学活动的基

础，而良好的师生关系就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

的，不能因为学生是学习者，老师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特别是现代网络时代，学生占有的知识和资料可能比老

师还多，因此现在的师生关系是合作的教学相长的关系

教师为引导，学生为主体的关系，而要警惕陷入传统的

填鸭式教学。 

6.结论 

“课程思政”建设是高等学校教育本质的回归，也

是对现实学校教育教学的纠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

等学校的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因此高校教师应该积

极探索如何潜移默化的把思政内容融入课堂中。汉语修

辞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的相关课程，只

有把听说读写的技能背后的相关文化知识解读清楚，才

能让学生真正的认可这些知识，并转化为必备的能力。

因此汉语修辞学中的“课程思政”建设的逻辑不是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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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把教学内容转化为学生的知识与

能力，做到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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