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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东省儒学发展促进会提出。

本文件由山东省儒学发展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省儒学发展促进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长明、刘传龙、李庆志、李澍杨、李海莹、张龙、崔东方、高金亮、钱凤仪、

柳河东、张晓旭、孙保平（澳门）、孔祥科（台湾）、皇甫鸣、王廷信、朱树新、郑朝晖、朱光葳、张

新民、陆永胜、孔繁英、李东、谢平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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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中办发〔2017〕5号)和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印发〈山东

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方案〉的通知》（鲁办发〔2017〕45号）中“推动有条件的乡镇（街

道）综合文化站、农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设立儒学讲堂，定期讲授优秀传统文化”的相

关要求，进一步拓宽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服务职能，提高儒学讲堂的质量和水平，把弘扬儒学思

想和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特制定本文件。

儒学讲堂的建设，必须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紧紧围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工作导向，坚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发挥儒家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为了加强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引导人民“积小善为大善”、“积小德

为大德”，自觉成为中华美德的践行者和传播者，营造“崇德尚善”的浓厚氛围，特制订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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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讲堂建设与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儒学讲堂的基本功能、活动设置、基础设施建设、机构设置、人员设置，以及管理、

监督与评价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儒学讲堂的建设、服务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儒学讲堂 confucianism lecture Hall

又称孔子学堂。

设立在乡镇（街道办事处）综合文化站、农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以及党政企事业单位，

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能够提供儒学传播，定期讲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开展正能量活动的服务场所。

3.2

申办者 sponsor

负责建设、管理或资助儒学讲堂的法人公司、儒学机构或组织。

3.3

活动 activity

儒学讲堂以个人品德建设、家庭美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和社会公德建设为目的开展的教育以及其

他行动。

4 儒学讲堂活动设置要求

4.1 基本原则

儒学讲堂的建设遵循以人为本、科学规划、经济适用的原则，运行期间以普及“自强、厚德；报国、

尽孝；崇俭、尚义；守信、明礼、”等道德规范为目标，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普及和现代化

发展。

4.2 活动设置

4.2.1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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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设计应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以灵活多样的活动形式，让群众易于参与、乐于参与，以“我

学、我讲、我行、我帮”为特色，突出“我参与、我践行”的互动方式和开放模式，充分体现儒学讲堂

的民主化和大众化特征。

4.2.2 主要内容

活动内容应包括儒学文化、党的建设、红色文化、富民强民、健康知识等，并结合地方文化特色，

以生活化、通俗化、趣味化方式，将儒学精神逐步融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言行之中，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内容：

a) 个人品德建设：以“义”“信”“善”“勤”为核心，开展爱党爱国、明礼守信、正直宽容、

友善互助、自强自立的教育和活动；

b) 家庭美德建设：以“温”“勤”“孝”“和”为核心，开展夫妻和睦、勤俭持家、孝敬长辈、

关爱孩子、邻里团结的教育和活动；

c) 职业道德建设：以“忠”“信”“礼”“良”为核心，开展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秉持操守、

服务至上、奉献社会的教育和活动；

d) 社会公德建设：以“礼”“廉”“让”“耻”为核心，开展文明礼貌、遵纪守法、助人为乐、

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的教育和活动。

4.2.3 活动形式

开展活动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

a) 学习和互动相结合：通过群众阅览、现场授课、融媒体学习和互动结合的方式，根据城乡不同

职业特点，合理设计课程和课时；

b) 榜样宣传：发掘基层模范人物、家庭，以榜样实例，从孝敬父母、教育子女、邻里和睦、爱岗

敬业、兴趣培养等方面开展交流和宣讲活动；

c) 评选：每年开展孝子孝女、好媳妇、好公婆、五星家庭、和睦邻里、公益居民、助人为乐、拾

金不昧、见义勇为等评选活动，加强全民道德建设，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d) 主题活动：充分利用民俗节日，组织开展广场舞、手工艺品制作、健康知识普及、查体、讲故

事、看电影、学戏曲、诵经典、写经典、行躬礼等活动，引导人民群众的参与热忱，提高并丰

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e) 游学、助学相结合：广泛开展游学、助学活动。

5 建设要求

5.1 基础设施建设

5.1.1 具有固定建设场地，统一规划、统一标识、统一形象。

5.1.2 建筑物墙体装饰风格、牌匾、形象墙展示内容应与 4.2.2 中活动内容保持一致。

5.1.3 配备有孔子像、课桌、座椅、书架、投影设备、文化体验活动等设施，且应符合国家相关的安

全质量标准和环保要求。

5.1.4 室内应保持空气流通和清新，卫生清洁、无异味。

5.2 机构设置

应设置完善的组织机构，这些机构可包括但不限于：

a) 决策机构，如儒学讲堂推广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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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执行机构，如儒学讲堂推广委员会秘书处：党政办公室、组织人事部、活动部、培训部、外

联部、宣传部、档案室等。

5.3 人员设置

5.3.1 可设立顾问、主任、常务副主任、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等岗位。

5.3.2 决策机构设顾问若干名、主任 1 名、常务副主任 1 名、副主任若干名、委员若干名；秘书处设

秘书长 1 名，副秘书长若干名；党政办公室设主任 1 名；组织人事部设主任 1 名；活动部设置主任 1

名，副主任 2 名；培训部设主任 1 名，副主任 2 名；外联部设主任 1 名；宣传部设主任 1 名；档案室设

主任 1 名。

6 管理要求

6.1 机制与制度建设

6.1.1 儒学讲堂申办者对儒学讲堂负主要管理责任。

6.1.2 应建立日常运行机制和各项服务管理制度。服务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a) 日常管理制度：包括资产管理制度、设施设备维护管理制度、工作人员管理制度、投诉处理

制度、信息管理制度等等；

b) 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安全保卫、突发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相关规章制度；

c) 党建管理制度：包括党员学习制度、党员管理制度、组织生活会制度、党内监督制度、民主

评议党员制度、谈心谈话制度等。

6.2 日常管理

6.2.1 信息管理

儒学讲堂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在儒学讲堂公示栏内，向群众公示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指导思想；

b) 目标任务；

c) 审批单位简介；

d) 活动内容；

e) 主要活动内容；

f) 服务公约；

g) 负责人信息（负责人照片、姓名、职务、联系电话等）；

h) 活动预告等；

i) 其他方便群众阅览“儒学讲堂”的相关信息。

6.2.2 人员管理

6.2.2.1 儒学讲堂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应佩戴儒学讲堂专用徽章（见附录 A）；穿着印有儒学讲堂

黄色字样的红色马甲，条件成熟的儒学讲堂工作人员应穿戴统一工作服饰。

6.2.2.2 每个儒学讲堂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者兼职通讯员，负责相关宣传工作。

6.2.2.3 儒学讲堂负责人和通讯员应定期参加业务培训。

6.2.3 活动管理

6.2.3.1 “儒学讲堂”举办集体户外活动时，应使用“儒学讲堂”专用旗帜。应每周开展一次儒学宣

讲或集体讨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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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2 建立活动监测台账，对每次活动应做好课件、视频、照片以及参与人员的收集记录，做好整

理存档。

6.2.4 党建工作管理

6.2.4.1 健全党建管理制度，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建设

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党委的指示精神，经常性开展党的宣传、教育、组织、纪检、群众和统一战线

等工作；注意研究党内外的思想政治状况，将党的建设工作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儒家思

想哲学文化内涵有机结合起来。

6.2.4.2 加强党员教育与管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从严管党治党。

6.2.4.3 合理设置党组织。

6.3 监督与评价

6.3.1 设立投诉渠道与意见反馈机制，及时受理并反馈处理结果。

6.3.2 应对儒学讲堂运行情况、活动内容以及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和服务质量进行监督考核，应自行

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定期开展儒学讲堂评价。

6.3.3 接受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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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附 录 B （资料性）

附 录 C 儒学讲堂专用徽章

图A.1为儒学讲堂专用徽章。

图 A.1 儒学讲堂专用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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