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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工作动员会



5



6



7



8



9



10


	一、成果背景与问题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 中办发〔20
	（一）成果背景
	1.成果基础
	自2016年人文外语系开展晨读经典试点，到2018年全校推广晨读经典，并加入七年的探索与实践，逐渐形
	2.探索和实践过程
	（1）2010年开设公共选修课“国学经典导读”。
	（2）2012年成立谦心国学社，上课期间每天早晨晨读，至今坚持了11年，共计1700次；2013年成
	（3）2016年9月，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外语系在大一新生中开始晨读经典，每天早晨全体大一新生晨
	（4）2018年9月，晨读经典在全校推广，并加入了暮习书法，每天晚上晚自习前每位大一新生完成一张纸的
	（二）问题
	1.职业院校文化传承难以落地。文化传承与创新是高校的五大职能之一，如何具体落实，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人文素养教学实践活动的不足。人文素养是人的基本素养之一，往往通过知识传授来提升，但实践性不足。
	3.学生第一节课迟到等散漫的问题。职业教育招生的多元化，学生个人习惯千差万别，部分学生存在迟到、学习
	4.学生对晨读经典、书法学习的误解。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对分数的重视，升学的压力大，学生对读书和书法学
	二、主要做法与经验成果

	1.将“晨读经典 书法学习”列入公共选修课，纳入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安排指导老师到班级指导。在大一的每个班
	图1 “晨读经典、暮习书法”工作动员会
	2.通过晨读经典、暮习书法的实践，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尤其是在学生心理健康方面有显著作用。通过晨读经典
	3.晨读、书法练习有着严格的考勤制度，指导老师到班指导，大一学生从军训开始有了强烈的纪律意识，但军训
	4.指导老师到班指导晨读和练字。传统观点认为，晨读经典、学习书法是中小学生的事，上大学了不用读书背书
	5.人才培养取得诸多成果。经过7年的积累，不断优化方案，调整安排，精耕细作，在学生中反映良好，形成了
	三、创新与特点
	1.创新了每天晨读经典。
	（1）丰富活动形式。每天上午课前晨读10分钟。作为“晨读经典”活动的成果展示，每年至少举办一次经典诗
	图2 谦心国学社晨读场景
	图3 国家宪法日晨读宪法活动现场
	（2）拓展活动外延。由“晨读经典”衍生周边特色活动，如校团委组织的一年一届的影视配音大赛，每年结合不
	（3）创新活动载体。开通学校师生用于推广普通话、传统文化的网络诵读账号（喜马拉雅、微信公众号等），将
	2.创新了每天暮习书法。
	（1）自编讲义、自编字帖。我们采用了自编晨读经典读本，选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文本，经过认真校对
	（2）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老师一周一指导，一次示范一个字，逐渐让学生掌握如何认识书法，如何去练习书法
	3.大面积参与赛事活动。
	经典读得怎么样，书法练得怎么样，是需要得到检验的。积极参加全省大学生诗文朗诵大赛、安徽省第六届校园读
	四、应用推广效果

	1.经典晨读影响大。
	经典晨读活动开展以来，学校参加多项语言类赛事，均能取得优异的的成绩，其中晨读师生获得省级以上奖项9项
	2.暮习书法评价高。
	2023年5月安徽省高等学校书法家协会换届大会选在安徽商贸召开，来自全省各高校的60多位书法家莅临指
	3.各项比赛获奖多。
	近年来，师生参加校外的各项与书法、朗诵、演讲等方面的比赛，获得市级以上的比赛奖项50余项，学生参加全
	图4 “晨读经典 暮习书法”学生钢笔字比赛师生合影
	4.课程建设效果好。
	书法课、国学经典导读课，相继出版的教材。2019年11月，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成为文秘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
	图5 学校获得优秀组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