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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儒学、儒商精神

与中国式现代化”课题结题评审

暨成果转化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会议由上海爱国建设特种基

金会、济宁学院主办，同济大学经

管学院承办。会议邀请上海市人大

常委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

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同济大学原副

校长郑惠强，上海市统计局副局长

蔡伟，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王磊，上海电力公司原副

总经理夏梅兴、中欧商学院国学会

秘书长秦志国和济宁市十七届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国华等30多位

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以及政府相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和

企业家围绕新时代儒商企业家及

儒商文化与现代工商业文明研

究、儒学与儒商精神在当代社会

的传承与发展、儒学思想对现代

企业治理的启示，以及如何将儒

学智慧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等

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与会代表们一致认为，儒学、儒商

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课题研究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为儒学和

儒商精神的传承提供了新的视

角，而且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会上，还举行了课题研究优秀

论文奖、优秀儒商奖、优秀导师奖、

优秀组织奖颁奖仪式，其中曲阜文

化建设示范区荣获优秀组织奖。

此次研讨会不仅增进了对儒

学、儒商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课

题的理解，而且为今后的学术研

究和企业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和启示。会议的成功举办，标志着

儒学、儒商精神研究与现代企业

文化的结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新的

力量。

(通讯员 高尚君 吴兵)

丁安顺 通讯员 李栋 济宁报道

10月22日至23日，孟子研究院举办2024

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普及师资培训

班”。

孟子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毛景卫代

表孟子研究院向参加师资培训班的学员表

示热烈欢迎，并对各位多年来致力于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对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表示，作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孟子思想的研究和普

及阵地，孟子研究院始终紧紧围绕“学术研

究、普及应用”两大核心任务，着力打造孟学

研究新高地，传统文化“两创”示范基地，积

极打造“孟子学堂”“孟母学堂”特色品牌，面

向社会举办公益讲座、开办公益课堂，开展

以孟子文化为主题的研学活动等，积极探索

研究成果的创新转化、落地路径。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承略、

孟子研究院研究馆员徐爽、济宁学院第二附

属小学高级教师刘庆善分别作了专题讲座。

在经验交流环节，山东圣尼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孟子学堂、孟母学堂孟庆然，济宁正德青

少年服务中心孟子学堂于红军分别作了交

流发言，介绍了各学堂在传承弘扬传统文化

方面的深刻感悟和实践经验。

下一步，孟子研究院将持续开展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究和传承普及工作，不

断开创孟子研究院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

近日，全国职业学校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课程集体备课会在济宁职业技

术学院召开。

报告会上，教育部职业院校文化

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文化育人专门委

员会主任、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孙志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课程

设计实施》为主题，从为何、何以、何为

分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课程设计

的理论逻辑、实施路径与愿景理想，强

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业院校

课程的重要意义。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李娟以《我们

是如何做“中国传统文化”课的》为题，

从课程构建、观念转变、外围建设、未

来计划4个方面讲解了国家在线精品

课程的建设，为参会教师提供了宝贵

的借鉴和启示。

专题分享阶段，江苏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博士、二

级教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方

健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高质

量教学设计“规范性”与实施策略———

以凤凰职教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

要>为例》为题，为参会教师带来国家

规划教材建设的指导。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文化与法

律学院院长王锦坤以《职业院校课程

思政教学实践与思考——— 以<中国文

化概论>为例》为题，分享了国家级职

业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中国文化

概论》的建设过程，从自身课程建设实

际出发，为参会教师提供了丰富的经

验和启示。

济南职业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副院

长、副教授陈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为题，结合参

加教学能力大赛的经历分享了中华传

统文化课程参与教学能力大赛实战经

验，从思考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为参

会教师提供了参加教学能力大赛的新

思路。

此次集体备课会的成功举办，不

仅为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提供了交流和

学习的平台，也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和动力。下一步，学院将以此

为契机，进一步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现代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新路

径，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找到

更多传承发展的新途径、新平台、新空

间，激发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热爱和兴趣，提升民族文化认同感

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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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传统文化与职业教育融合新路径

全国职业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集体备课会举行

孔媛媛 通讯员 曹晴晴 济宁报道

王承略正在授课。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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