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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和文化的灵魂

和脊梁，也是我国现代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石和基因，指

引着我国现代化文明的建设目标。高校要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高素质优秀人

才，让大学生具有民族心、民族魂和爱国情怀，时

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就必须承担起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传播和发展主阵地的职责。

为传承中国传统教育的精粹，汲取现代大学

先进的办学理念，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

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通过现代书院制积极探索实践具有中国特色

的高校育人之路。经过10年实践探索，形成了现

代书院立德树人的基本路径，即面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美好前景，把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努力实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坚定

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同时实现以文化育人。

现代书院“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有利于培养

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现代书院构建以思政课

教师和校外知名校友担任心灵导师、专业课教师

担任学业导师、高年级学长担任朋辈导师的导师

队伍。导师及时解决学生成长中遇到的各种困

惑，以实际行动为学生树立做人和为学的榜样，使

现代书院既践行了立德树人职责，又继承发扬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中

国传统教育价值观。

现代书院的“质疑问难”教育方式有利于培

养学生终身学习的习惯。现代书院通过组织国

学社团、主题征文、知识竞赛、讨论会、辩论会和

戏剧文化节，引导学生静心自学，潜心思考，大

胆假设，小心求证。心灵导师、学业导师、朋辈

导师根据学生钻研

和领会的不同程度

进行因材施教，或

解答得透彻明白，

或仅略加提示。师

生互为学友，相互

质疑，平等交流，自

由切磋。这种“质

疑问难”式的教学

方式，能够给学生

留下足够的研读、

领悟、思辨、遐想空

间，既有利于培养

学生自学能力和学

习兴趣，又有利于

学生求真理、悟道

理、明事理。

现代书院中国风格的育人氛围有利于学生坚

守中华文化立场。现代书院空间模拟汉唐风格、

九宫格局而建，力图传承厚重、高雅、古朴的中国

建筑风范。此外，现代书院留置更多开放共享空

间，方便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

交流沟通。同时，将书院办公场所、教学场所、社

团场所等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设计、作品

展示及交流平台搭建，如南山书院的南山行仁、南

山习礼、南山取智、南山恪信，紫阁书院的紫阁有

曰、紫阁有约、紫阁有阅、紫阁有悦等实践育人平

台，潜移默化地让学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熏陶和影响。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立德树人是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的。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坚定大学生

中华文化自信，既要引导大学生从优秀传统文化

中寻找和确立精神导向和价值追求，又要紧扣时

代要求，营造适合当代大学生特点的育人环境，让

大学生在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自觉对

其进行创新和丰富。

长期以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现代书院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开展了一系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

在校园中，书院制定了《本科生研读国学经典

活动组织实施办法》，安排32课时的“国学经典”

实践教学环节，通过诵读国学经典，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此外，还合理规

划和建设了众多公益类社团，并保障其良性发

展。在教学过程中，书院通过学业导师带领学生

参与科研攻关项目训练，并组织学生参与创新创

业竞赛，增强学生们为实现梦想锲而不舍的坚定

信念。在一系列创新创业活动中，大学生自强不

息、迎难而上的奋斗精神不断增强。厚积而薄发，

2019年，学校承办了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并

获一等奖2项，成绩名列全国第一。在中国大学

生“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学校首次斩

获1金1铜，是自该赛事举办以来，陕西省属高校

首次获得金奖。

在校园外，书院积极组织学生利用自身优势

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服务人民、奉献国

家，牢记使命，学会担当。2017年暑期组成社会实

践团赴洛南县进行脱贫攻坚对口帮扶，2018年又

组建由4600名学生组成的466支社会实践团，结

对帮扶丹凤县，为当地制定村域规划方案，解决生

产生活中的难题。书院还组织了旨在开展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的“补天环境保护协会”，累计巡护太

平峪、沣河及其支流18个月，绿色护河足迹长达

300余公里。2018年学校获“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

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优秀组织单位、“全国‘互联

网+’水务环境创新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单位、“全

国首届生态文学创作大赛”优秀组织奖。

通过现代书院的探索和实践，我们深切感到，

中国大学只有紧紧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

脉，才能使高校立德树人具有本民族的文化基因；

只有传承中国传统教育的精粹，才能探索出中国

高等教育立德树人之路；只有结合新时代特征和

实践发展要求，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机和活

力，才能真正让大学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时代风采和现实魅力，从而自觉担负起传播、丰

富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原载《中国改革报》2019年12月23日）

在现代书院教育中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经过10年实践探索，形成立德树人基本路径

◇ 刘晓君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那个年

代鼓动人心的话，莫不如是。在1964—1980年，贯

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

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

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 40%以上的巨资；400 万工

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的民工，

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

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

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

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

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我叫聂仲清，这是我的日记。

1965年7月20日

今天系里开了教工会议，说送完这批毕业生，

冶金系要停办了。 我当时很震惊，后来吴书记解

释说，因为国家要搞“三线建设”，发展祖国大西

南、大西北，发展祖国自己的工业建设，特别是钢

铁企业，不能一直依靠苏联。钢铁企业是国家的

命脉，不能一直攥在别人手里，而且国家现在正是

要大力发展基础建设的时候，重工业的发展刻不

容缓。这次我们报到的地方是西南钢铁研究院，

那是个刚成立的研究院。

老师们对这样的安排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好

几个老师都成了家，落在了西安，再让他们外调，

是不合理的，所以重担就落在了我们这批青年教

职工身上。对此，我是没什么意见的，毕竟是祖国

建设需要我，我甘愿做一颗被需要的“螺丝钉”。

1965年7月23日

今天冶金系的全体老师拍了合影，不知道在

我走之前能不能洗出来，大家看起来都准备好了

的样子，没什么离愁别绪。照片是书记特意找来

的相机拍的，洗出来应该很好看，大家都没想到的

是今天高长林处长也来了，说是要来了解一下大

家有什么需要，组织能帮上忙的，顺便送送我们，

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来。

在高处长收到外调名单之后，他前前后后找

我谈了三次话。

他想劝我留在学校工作，的确，跟西南地区相

比，学校这个工作环境简直是“福乐窝”。但是作

为一个青年人，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怎么能不挺身

而出呢？我对高处长说：“您的好意，我都明白，但

是我更应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三线建设’，越是

艰苦的地方越要去。”

1965年8月10日

坐了好久的火车，又转乘汽车，终于到了。这

一路，从平原到山川，我们一行7人，带着1965届

毕业的学生们，一起抵达了我们要建设的地方

——西南钢铁研究院，在四川西昌。大家可能都

有点不相信眼前看到的，几间小平房，我们勉强能

够容身安置。

那里的建设组长迎接了我们，告诉我们毕业

生们要先去鞍山工作组报到，要安排去鞍山厂矿

劳动实习。我们几个老师，被安排去做试验。今

天刚到这里，还没来得及熟悉周围环境，就马不停

蹄地开始了工作，但是我丝毫没有感到疲惫，反而

有些兴奋。

1968年9月24日

来到四川已经快三年了，不得不说，这里的条

件还是艰苦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还有学术上

的。虽然已经慢慢适应了这里的气候条件，但是

西昌410厂28m2 高炉冶炼半工业性实验还是没什

么进展。

学生们在鞍山厂矿实习，为研究院的基建做

准备。这里什么都没有，学生们也不是好的泥瓦

匠，打出来的土坯和水泥瓦勉强能用。我对试验

很久不出成果这一状况感到焦头烂额，跟我同来

的同事也被派到了外地的工作组，此情此景让我

十分狼狈。

1969年 3月13日

今天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410厂的试验，

结果终于稳定了。这意味着可以大规模投入生产

了，有生产就有效益，有效益就有发展，我的辛苦

就没有白费，真是令人身心愉悦。此时此刻只希

望研究院能够快快地建设好，然后做更多的研究。

1969年9月15日

最近几个月真的好忙，忙到连记录一下的时

间都没有，因为要大规模投产实验结果，我的工作

重心就从试验上转到了设施的建设上。这里人手

也少，资料也少，遇到疑难，就和建设组长几个人

商量，不论如何都要想出解决的法子来。但这都

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要大规模投产，设备是

万万不能少的，但是这里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如

何添置设备？真令人头疼。

1970年1月6日

忙忙碌碌又过去了一年，就在为设备添置焦

头烂额的时候，传来了攀枝花钢铁投产的消息，这

真的是让我又惊又喜。果不其然，研究院要搬迁

到渡口市，可能从今以后，渡口市就要改称攀枝花

市了。

虽然我无法割舍在我见证下建立起来的这一

切，但是相比之下，新建的钢铁企业更需要我。那

里更需要我散发光和热。

1970年7月1日

今天是建党节，也是攀枝花钢铁一号高炉投

产的日子。亲眼看着规划中的厂房建起来，看着

设备一件件装配到位，心中激动难以言喻。但好

事多磨，生产不正常。研究院组织了16人的攻坚

克难队伍，我负责采集和整理高炉生产资料，发现

攀钢一号高炉生产没有认真贯彻钒钛矿冶炼科研

成果，建议一号高炉生产要按照“低硅素，高碱度

加喷吹”。意思是钒钛矿高炉冶炼的生产中，硅的

含量要在0.2左右，高炉的碱度在0.8左右，封口上

方要加喷吹氧气或煤粉。经过半年的科技攻关，

高炉生产正常，高炉冶炼系统达到设计水平。

……

1972年，我被调至渡口市委生产指挥组主持

科研工作。

1975年，组建市科委，随后建立冶金部四川省

钒钛矿综合利用办公室。

1980年，在湖南开启球用矿科研试验，在西昌

试验室研究，后在攀钢大高炉投产。

1986 年，我调到市科协工作，跟进 26 个科研

项目。

1996年，退休后在市老科协，主要开启了干热

河谷种植业的研究。

2018年11 月20日

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冶金系调到西南钢铁研

究院，已经五十多年了。攀枝花这个第二故乡也

成了我扎根的地方。现在攀枝花的发展，是我初

来此地始料未及的，不能说是飞速发展，但在一定

程度上还是为祖国的钢铁事业做出了贡献，就像

这当年小小的渡口，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发展重

工业。不能说我这一生多么光辉伟大，但至少无

愧于心，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作者系我校原冶金系教师，1965年赴西昌、

攀枝花等地支援“三线建设”，1996年退休）

用青春和汗水谱写奋进之歌
◇聂仲清

——我的西南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