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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文化概论”是高校一门重要的人文素质类主干课程，课程内容非常容易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可

以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从地方文化特色分明，激发学生对故乡的热爱；从将传

统文化进行创新，赋予新的内涵和意义，激发学生民族自信心。在具体讲解过程中，传统文化应与当下

现实社会、学生人生规划相结合。此外，在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上也应设计凸显家国情怀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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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humanities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is very easy to inspire students’ national sentiment. It can ins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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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national pride from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inspire students’ love for their ho-
metown from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culture; inspire students’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by giving new connotation and meaning to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innovation. In the specific 
explanation process, traditional culture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reality of society 
and students’ life planning. In addition,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should also 
be designed to highlight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sent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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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弘扬、传播中华文化，塑造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家国情怀，是当前高校秉承的课程建设宗旨。

而课程思政建设也是当今高校专业课程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育之中。

“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重要的人文素质类主干课程，以学习和研究中华民族数千年所创造的灿烂文化

为目的，使学生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提高人文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培养高尚的

爱国主义情操，从而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内容非常容易激发学生的家国情

怀，如能再辅之以有效的教学设计，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1]。 

2. 从教学目标入手锁定思政教学内容 

“中国文化概论”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提炼中国经典文化内涵的基础上，顺应教学实

施的规律和时代特征，由浅及深，层层递进，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科学审视，合理借鉴，达到“经典

文化熏陶，智慧才能增长，人格情操培养”之目的[2]。在课程教学目标设定方面，我们从知识、能力和

素质三方面入手，具体表现为： 
知识目标：能掌握文化的含义，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明确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基本特点，

描述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基本内容，陈述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特质，并能概述文化现象形成的缘由。能力

目标：能形成从文化学视角分析文化现象的意识，并能针对具体文化现象进行理性分析，进而实现概括中

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和价值所在的能力。素质目标：1) 通过明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发展历程，感受中

华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2) 通过讲解、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学

生文化素养。3) 通过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

思想精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4) 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价值，激扬学生家国情怀。 
其中，素质目标对应为课程的思政目标，关乎学生价值观的塑造。素质目标既涵盖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

也包括文化自信的培养和思想品质的提升，与国家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属于教育的根本目标。 

3. 围绕教学目标设计思政教学内容 

课程思政建设强调在课程的每一章节中都要全面融入思政教育，这就要求我们深挖课程思政元素。

作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其思政元素非常多，具体思政元素的挖掘与思政教

学的安排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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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exca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the schedu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表 1. 政元素的挖掘与思政教学安排表 

章节 教学内容 课程思政点 思政融入方法 

第一章 
绪论 

1.文化的含义 

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教师讲授法 2.中国文化的生成背景 

3.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第二章 
经济制度 

1.古代经济形态、土地制度与经济结构 

体会中国古代经济制度的价值。 小组讨论法 2.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3.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转型 

第三章 
政治制度 

1.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模式的确立 

体会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价值。 古今对比法 2.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3.传统政治观念向现代政治观念的转化 

第六章 
婚姻制度 

1.古代婚姻观念 

体会中国婚姻制度的独特性。 学生主题发言 
2.古代婚姻的变迁 

3.古代婚姻政策 

4.古代婚礼程序与离婚制度 

第七章 
服饰文化 

 

1.纺织技术的发展 

体会中国服饰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传统服饰表演 2.中国传统服饰的变迁 

3.中国服饰文化的制度形态 

第八章 
饮食文化 

 

1.饮食结构与烹饪技艺 

体会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观摩视频 2.茶文化与酒文化 

3.饮食礼俗与饮食观念 

第九章 
学术 

1.先秦诸子 

体会中国学术的源远流长和丰富多样。 线上资源共享 

2.两汉经学 

3.魏晋玄学 

4.宋明理学 

5.实学与汉学 

第十章 
宗教 

1.中国早期的宗教信仰 

体会宗教文化的相通之处。 主题辩论 
2.儒学中的宗教色彩 

3.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交融 

4.道教与中国社会 

第十一章 
艺术 

1.气韵生动的中国绘画 

体会中国艺术的博大精深。 小组分享 
2.骨力内敛的书法 

3.和谐优美的乐舞 

4.中国艺术的美学追求 

第十二章 
节日文化 

1.中国传统节日的产生 
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学生主题发言 

2.传统节庆风俗与节日文化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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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教学内容中，有三块内容最能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 
第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可以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五千年文明史是文化创造的源泉，是中华民族

的血脉根基，也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其中有太多值得我们探究的话题。制度方面，有政治制度、经济

制度、职官制度、宗法制度、婚姻制度、科举制度等；物质方面，有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交

通文化、科技文化等；精神方面，有学术文化、宗教文化、文学艺术、节日文化等。每一种文化都有着悠

久的历史、璀璨的成果，对我们当代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可以激发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第二，地方文化特色分明，可以激发学生对故乡的热爱。高校学生往往来自全国各地，教师在讲授

传统文化时，应该将地域文化注入其中，使学生切身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例如，在讲授服饰文化时，

可以让学生调查家乡的传统服饰文化，使学生深刻体会地域文化特色；在讲授节日习俗时，可以既让学

生分享各自家乡传统的节日习俗，也可以让学生说一说当地特有的节日活动，如江西龙泉火龙节、云南

大理挡路节等；在讲授饮食文化时，可以让学生用拍短视频的形式和大家分享家乡的特色菜肴。传统与

地域的结合能使学生对故乡产生自豪感，且对传统文化也更有亲切感。 
第三，将传统文化进行创新，赋予新的内涵和意义，可以激发学生民族自信心。传统文化是一个精

华与糟粕并存的、复杂的文化系统，因此，我们要通过继承、改造其合理内核，进行文化创新。这种创

新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和转化，使传统文化和中国当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赋予传

统文化新的内涵和意义，且可以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例如，对待儒家文化，我们既要继承儒

家文化中那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也要创新儒家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将其与现代社会强

调的个性意识、个体价值相联系。又如，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文物数字资源，通过数字教育，提高人们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兴趣，有效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有助于增强学生民族认同感和凝

聚力，唤起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 
在具体讲解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做到两个结合：一是传统文化与当下现实社会的结合。传统文化最

具魅力的地方在于它承载着遥远而厚重的历史，却仍然切实深入地渗透到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并且随着

时代的发展历久弥新。人文思想、会通精神、务实作风、自强不息的理想人格，每一样都是这个民族砥

砺前行的内在动力。因此，课堂教学应密切联系现实社会，联系当下文化生态。例如，在讲解古代的服

饰文化时，我们可以联系当下服饰的潮流，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审美观。又如，在介绍古代的酒文化时，

我们应在批判的基础上联系现实社会的酒桌礼仪，加强学生的礼仪文明修养。二是传统文化与学生人生

规划相结合。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富含哲理的人生感悟、思想精髓，对学生正确规划人生极富启发性，有

助于学生升华人生境界[3]。例如，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特别适合大学生去应对来自学业、就业等方面的

压力，培养他们“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做一个对社会、对家庭都负责任的人。 

4. “节日文化”思政教学案例展示 

“节日文化”课程内容较为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首先我们设定教学目标。知识目标：能描述中国

传统文化(节日文化)的产生原因、具体风俗内容，形成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同感。技能目标：能针对具体

的节日文化形态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讲解，掌握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相关内容的讲授技能。思政目标：能说

明节日文化的学习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提高个人审美情趣、增强爱国爱家情怀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基于在节日的名称、时间、各地风俗等方面，学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对节日的起源、演变过程

等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够。所以在课程设计时，一要对专业知识有一定程度的深入讲解，例如，在讲解节

日文化时，不仅仅停留于对风俗的介绍，对其产生、在古文献中的体现等方面亦应进行讲解，使学生对

节日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入；二要尽可能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课前做一些相关调查，并在课上做出展

示，培养其自主钻研的能力、课堂表达能力。三是思政环节的融入要做到自然，有水到渠成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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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文化”课程教学方法主要采用教师讲授与主题研讨式教学法。具体策略体现为：1) 课前，通

过阅读教材、教师推荐参考书目，以及线上资料等内容，做好笔记，小组内交流。2) 课中，采用教师讲

授的教学方式，对节日的产生等内容进行讲解，使学生系统掌握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节日文化产生的因

素；采用主题研讨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分组对节日的风俗进行讨论，明确其典型节庆风俗，以及其中所

体现的中国文化的特点。3) 课后，以督促学生自主查阅相关资料、完成相关作业的方式，帮助学生对所

学知识进行有效的总结，并扩大学生研究性文献阅读量，加强学生的探究意识和问题意识。 
通过对中国传统节日的产生、传统节庆风俗两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讲解，节日文化课程使学生感

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培养了学生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教学效果显著，教学目标达成度高。 

5. 创新意识贯穿思政教学的各个环节 

首先，在教学模式上，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等形式引入课程之中。面对面的线下教学与

基于网络的线上教学在近几年的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中应用得比较多，相对而言，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的

混合式教学应用较少。我们既可以用翻转课堂模式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也可以用基于项目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甚至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式混合式教学模式，其关键是以学生为导向，教师的角色从知识的输

出者转变为导师或教练，培养学生对学习的控制权。例如，在学习学术文化时，教师可以将老子、孔子、

庄子、孟子等人的思想通过网络在课前让学生在线学习，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具体观点的碰撞、辩论，从

而使学生掌握先秦诸子的核心思想。 
其次，在教学方法上，将信息化教学、体验式教学、研讨式教学引入课程之中。运用信息化载体，

通过多媒体技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物影像展现在课堂上，使学生能立体化感知传统文化。同时，

延伸课堂教学内容，把课堂教学空间延伸至校外文化场所。在教学过程中，运用体验式教学方法，让学

生通过调查、采访、参观等多种课外学习形式，切身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带领学生在双休日去参观

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在实物与图片中走近传统文化。以此为基础，在课堂上进一步展开研讨，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交流、分析、比较、总结；在课堂外，组织学生申报各类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相关

的课题、项目，撰写相关论文、调研报告，并参加各种竞赛，这样才能真正把传统文化内化为学生的素

质和修养，真正达到育人的目的。 
再次，在教学评价上，增加实践作业在评价体系中的比重，使学生的自主探索成为一个重要的评价

指标。改变传统的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的课程评价方式，以学生的探索能力、实践效果作为评定成绩的

主要依据。在不同的考核形式中确定不同的评价标准，全面促进学生的学习成效。例如，平时成绩中可

以增加一项课题申报分，只要撰写了有关传统文化课题申报书的，都可以计算一定的分数。又如，鼓励

学生对传统文化进行调研与创新，并把它作为暑期社会实践的内容，可以作为一项平时成绩进行计分。

同时，将思政内容有机融入考核之中，可以作为作业的一部分或书面考试的一部分内容加以体现。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概论”作为高校一门极易激发学生家国情怀课程，我们可以从教学目标、教

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等方面入手，在深度挖掘思政元素的基础上设计思政教学过程，

以此使课程能真正担负起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重任。 

参考文献 
[1] 姚皎娣. “课程思政”背景下“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教学实践探索[J]. 教育教学论坛, 2021(5): 101-104. 

[2] 熊芊. “中国文化概论”课专业群平台课程设计[J]. 新课程研究, 2018(32): 41-43. 

[3] 毛彦, 王燕. 构建中国文化概论课堂学习共同体, 有效促进中国大学生思辨能力的发展[J]. 高教学刊, 2020(6): 
14-1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6464

	高校“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思政教学策略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A Study on the Strateg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从教学目标入手锁定思政教学内容
	3. 围绕教学目标设计思政教学内容
	4. “节日文化”思政教学案例展示
	5. 创新意识贯穿思政教学的各个环节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