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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地方高校进行课程教学改革的优质资源，积极探讨地域文化

与“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教学的有机融合不仅有助于保证“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的教学质量，推进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思政建设，而且能有效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了借助

地域文化缓解当前“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教学中普遍存在的教学效果不佳的问题，探索了以下路径：

深挖地域文化内涵价值，完善课程资源体系；推行多元化教学实施方式，增强教学有效性；完善教学评

价，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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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ional culture, as a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 high-quality resource for local univer-
sities to carry out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and actively explor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re-
gional cultur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course teaching not only helps to guarante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
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but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crea-
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prob-
lem of poor teaching effect prevailing in the teaching of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course 
with the help of regional culture, the following paths are explored: explore the value of the connota-
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to improve the curriculum resource system; implement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evaluation of teaching to build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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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和坚定学生的文化自信，高校普遍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

但受课程体系庞大、教学课时量不足、教学方法单一、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

文化概论”课程难以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建设与教育教学的改革

迫在眉睫。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在课程建设和课程标准修

订中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鼓励各地各学校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

开设专题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1]。高校在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教学改革时就应思考如何

立足本土，积极融入地域文化资源。 

2.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教学的现状 

为响应国家倡导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号召，大多数高校开设了普及为主的公共选修课程和系统学习

为主的专业课程，切实履行其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职责，但受多方因素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概

论”课程教学效果欠佳。 
从课程内容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的历史积淀，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

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技术、科技教育等诸多层面的

丰富内容”[2]，因而是一门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学科，凝练难度巨大。绝大多数教材在编写时普遍采

用专题教学，以张岱年、方克立编写的《中国文化概论》为例，全书包括绪论在内共二十个章节，除了

对中国语言文字、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史学、伦理道德、宗教、哲学等具体的文化内容展开

介绍，还涉及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发展进程、类型和特点、基本精神等讲解，内容

虽然丰富，但多为概述，由于均以概念化与静态化的知识呈现出来，导致学生在缺乏体验感的同时“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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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难而不知其益”，失去学习的兴趣。此外，从当前高校开设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实际教学时长来

看，几乎不超过 32 个学时，面对庞杂的课程内容，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证课程教学的广度和深度，对老

师的“教”来说是一项挑战，对学生而言，也是一种压力。 
从教师教学层面来看，当前“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的任课教师主要来自古代文学、历史学、哲

学等专业，由于专业背景不同、学术研究侧重点不同，导致在教学过程中文学专业的老师侧重文学，历

史专业背景的老师习惯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讲授，哲学专业背景的老师偏重哲学理论的阐述，不自觉地疏

忽了对其它内容的讲授。同时，为了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尽可能地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大多数教

师只能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这种单一的模式虽然有助于完成理论知识的教学，却忽视了学生的

主体地位，使整个教学活动变成老师的“舞台”，不仅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也难以满足高校学生

人文素质培养的要求。 
从考核评价方式来看，现阶段“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多以期末考试为主，考核方式较单一。一

般来说，考试检验的是学习者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而高校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根本目标是让学生

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增进文化认同，自觉担当起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这种卷面考核的方式自然

无法满足“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目标的需要。 

3. 地域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教学的必要性 

3.1. 保证“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教学质量的内在需要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3]，它不仅包括历史文化遗址、

自然景观、建筑民居等显性的文化载体，还包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宗教信仰、文学艺术

等隐性的文化精神，是高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的重要载体和可资利用的宝贵财富。基于当前“中

国传统文化”课程教学的现状，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保证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学质量，就应该立足地

方，充分发挥地域文化资源的作用，让学生借助身边浓厚的文化氛围深入体会传统文化的奥义。例如：

宜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的“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在讲解“中国传统宗教”一章时，就曾以宜

宾市真武山道观为例介绍道教的相关内容；在讲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酒文化”一节时，则直接以

宜宾五粮液企业、李庄白酒、王家白酒等作为案例，让学生从耳熟能详的典例中体会宜宾作为“万里长

江第一城”的历史文化底蕴。总之，广泛利用和挖掘本省、本地文化资源能够在丰富“中国传统文化概

论”课程教学资源的同时，让学生产生情感共鸣，提高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使教学

效果得到极大提升。 

3.2. 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思政建设的必然方向 

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的课程思政建设是对党和国家号召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响应，本课程思

政建设的目标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在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习俗中着眼现实

和未来，培养良好的文化素质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让学生“自

觉自知”，即让学生在熟悉的生活中感知中国传统文化，进而产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地域文化作为地

方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中保留下来的具有丰富内涵的精神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群体的行为习惯

和思维方式，有着培育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的功能。这些功能对于高校大学生，尤其是本地生源较多

的地方性高校学生同样适用，因此，地域文化的融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思政建设来说有着重

要意义。以宜宾学院为例，该校的生源特点之一就是学生大多来自省内，根据宜宾学院招生信息网《2021
年各省各批次录取情况汇总》的统计，2021 年本专科共计招生 6107 人，四川省招生 5514 人，占比 90.3%，

地域文化贴近绝大多数学生的生活实际，具有天然的文化吸引力，如果能将其有效地融入到中国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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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教学中，不仅能引导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而且能有效地唤起学生的情感，

提升文化自信，从而实现课程思政的目标。 

3.3. 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效途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4]。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也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5]。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地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一部分，积极探索地域文化与高校课程教学的融合是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

也是焕发其时代价值的应有之义。一方面，高校教师不仅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中加入地域

文化的典型素材，还可以通过深入挖掘地域特色文化中隐性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整理出符合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结合时代要求加以改造与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能进一步丰富地域文化的文化

内涵。另一方面，地域文化在融入高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时也有助于促进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

转变，比如，教师在利用任务驱动法开展教学时，就可以要求学生通过参观博物馆、网上查阅资料等方

法了解地域文化的基础知识，引导学生通过研究、思考形成对地域文化新的认识，再借助现代科技加以

呈现，在课堂上进行“分享”式传播，这样不仅能把学生对地域文化的兴趣激发出来，而且能促进学生

自觉地将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涵内化为价值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所以，无论是

从教师的整理和加工来看，还是从学生的学习转化来说，都有助于地域文化整合并孕育出新的文化形态，

使之真正“活”起来。 

4. 地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教学融合的路径分析 

4.1. 深挖地域文化内涵价值，完善课程资源体系 

丰富的课程资源是开展课程教学改革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与地域文化之间特殊的联

系为我们拓展课程资源提供了新的视角，除了遵循资源开发的一般原则，还要做好地域文化资源的甄选

工作。由于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外延形式丰富，地方院校在开发地域文化时要坚持科学筛选、

因地制宜，借助地方优势资源进行提炼与开发。宜宾学院所在的四川省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本

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挖掘整理。 
一是放眼四川省，展现巴蜀文化。巴蜀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植根于巴蜀

的地方高校理应立足巴蜀文化特色进行课程建设，展现巴蜀地域风貌，传承巴蜀人文精神，充分发挥巴

蜀文化价值。综合考虑“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的课程内容和学时有限，不能将所有的资源都纳入课程教

学体系，这就要求教师在资源开发之前，系统梳理巴蜀文化的发展脉络，提炼其精神内涵，建立能够体

现巴蜀文化特色素材库。在地理方位上，选取四川省内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为主；在时间上梳

理自旧石器时代以来的物质形态文化和非物质形态文化；在学习对象上，全面搜集整理出涵盖思想文化、

典章制度、科教文卫的典型。以“中国传统宗教”一章为例，四川省作为道教的发源地和发祥地，名山

宫观星罗密布，且大多完整保存，有着浓厚的道教文化氛围，其中尤以文昌宫、青羊宫、青城山诸宫观

为代表。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选取青羊宫为讲解对象，从选址、布局、形制、装饰等方面展开介绍，分析

道教宫观中所蕴含的文化意蕴，如在选址上崇尚了“道法自然”的审美原则，建筑布局体现着尚中、阴

阳平衡、注重群体价值的价值取向，宫观的建筑艺术体现出道教的审美趣味等。这种将抽象的文化具体

化、实体化的方式不仅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道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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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立足宜宾市，讲好戎州故事。作为南丝绸之路起点的宜宾素有“西南半壁古戎州”的美誉，自

汉高后六年建城以来，宜宾在长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了众多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如长江文

化、酒文化、僰苗文化、哪吒文化、抗战文化、民俗风情文化等，搜集和整理相关文化资源能够极大地

延伸和拓展“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的广度和深度。在开展教学时要紧密联系宜宾的文化馆、博物馆

等公共资源，总结出宜宾地区的地域文化素材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 

4.2. 推行多元化教学实施方式，增强教学有效性 

以往的教学实践表明，“满堂灌”式的教学手段并不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要在有限的课时内

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就必须在教学方法上作出改变。当前，高校开设的“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普

遍存在内容多课时少的问题，缓解矛盾的关键就在于延伸和扩展教学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随着互联网技

术的变革，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始蓬勃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可以充分利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把地域文化融入到教学中。具体来说，就是在课前从前文所搭建的素材库中筛选出相应的

教学资源，通过雨课堂等平台推送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课前线上学习的方式提前掌握基础知识；在课堂

教学中，教师则可以借助新媒体技术，用图片、动画、视频、AI 等形式将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呈现出来，

针对课程中的重点和难点进行详细讲授。 
此外，要想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兴趣低下的现状，在进行教学改革时教师还要坚持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将实践锻炼法融入到教学中。由于地域文化与地方高校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息息

相关，所以能被学生看见、摸到是其优势，因此，教师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的教学设计中依托

周边地域文化资源组织项目化的课外实践活动，使学生在文化实践活动中增强对地域文化知识的理解，

提升其文化素养，自发成为地域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弘扬者。具体而言，教师可以根据学时设计 4~6 课

时的实践课，由学生根据兴趣自由组建团队，每组选择一个地域文化主题，利用周末和假期自发组织项

目相关的实践活动。例如：家住成都的学生组建“蜀绣文化研究小组”；眉山的学生以“苏轼文学”为

主题，利用国庆假期、周末前往眉山三苏祠、东坡书院等进行参观学习；宜宾本地学生组成了“酒史文

化与传承研究”小组，到博物馆、五粮液集团展示厅内查找资料文献、体验制作工艺，并准备汇报材料，

形成调查报告。通过全员参与、全程参与的实践活动不仅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还能为课程教学带

来极大的活力。 

4.3. 完善教学评价，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不仅重视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知识的掌握，更加注重学生的家国情怀和

文化自信的培养，让学生能以理性的态度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所以，这门课程侧重提升学生的道德修

养和增强文化自信，单纯依靠考试无法科学的衡量学生的学业成效。此外，如前文所述，若在“中国传

统文化概论”课程改革中融入新的教学资源和教学实施方式，评价方式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为了真实

评价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的理解与践履能力，本课程将采取多元化的考核方式，主要包括过程

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两部分。过程性评价以学生课堂互动情况和实践活动的完成情况为主，其中，课堂

互动由教师作为评价主体，主要考察学生的上课状态以及课堂参与度；实践活动部分是对小组地域文化

项目完成情况的检验，经过小组讨论、文献检索、社会调研等环节后，每个小组选派代表围绕小组选题

在班级中进行 15 分钟的 PPT 演示，检验学生的应用和创造能力，成绩则由团队相互评价、学习者自我

评价、教师评价共同构成。总结性评价主要以论文或调查报告为主，要求学生利用所学的基础知识解释

某一文化现象，撰写一篇 1500 字的论文以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通过多元化的考核评价，不仅能激发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还能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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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建设中的作用突出，为

了保障高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的教学质量，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精神源泉，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就必须在“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的资源体系、教学实施方式、教学评价体系中探

讨地域文化的融入，才能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的过程中达到培养大学生人文素养和文化自信的课程

思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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