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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创新致用、追求知行合一”的课程与思政融合育人

模式。

1、理论教学与思政融合育人设计

课程理论教学部分主要讲授汉语方言及文化基础理

论知识。这个部分教学内容的学习，主要目的是加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学生对语言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认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促进文化传

承。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培养非遗情怀，传承中华文

脉，做富有中国心、饱含中国情、充满中国味的中国人。

2、实践教学与思政融合育人设计

课程实践教学部分主要开展汉语方言及文化调查实

践，以实践体认理论，以理论深化实践，培养学生掌握

汉语方言的调查、保护、传承及利用的实践能力。实践

调查过程中，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

引导学生认识社会、研究社会、理解社会，扎根中国大

地、了解国情民情，在实践中增长智慧才干，在艰苦奋

斗中锤炼意志品质。[3]

3、教学方式与思政融合育人设计

教学方式层面，通过将科研项目融入课程教学过程

之中，加强信息技术在课程中的创新运用，做到“研学

结合”“学用结合”，引导学生在田野实践过程中发现

学术问题，并以之申报科研课题，促进成果产出，增强

学生勇于探索、善于解决问题的创新品格与致用意识。

4、考核方法与思政融合育人设计

考核方法是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了使课程

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育人达到好的效果，我们在课程考

核环节适当融入了思政元素：在理论层面重点考察学生

对方言文化遗产的非遗情怀，在实践层面重点考察学生

的实践品格。

“汉语方言调查与保护”课程与思想

政治教育融合育人的教学实践

根据以上总体设计，我们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一一落

实“培育非遗情怀、锤炼实践品格、面向创新致用、追

求知行合一”的课程与思政融合育人设计思路，从理论

教学、实践教学、教学方式、考核方法等四个方面形成

了“四融”的课程与思政融合育人教学实践。

1、培育非遗情怀：理论教学融入思想政治育人元素

本课程理论教学时长为8个学时，共有4个单元：汉

语方言调查与保护概论、汉语方言语音调查、汉语方言

词汇调查、汉语方言语法与文化调查。我们以“追溯、

呼唤、记录、传承”四个主题词为纲，将思想政治育人

元素潜移默化地植入专业教学中，最终形成4个思政教学

课程模块。

2、锤炼实践品格：实践教学融入思想政治育人元素

课程实践教学时长为24个学时，共有4个单元：汉语

方言调查与保护技术实践、汉语方言调查与保护认知实

践、汉语方言调查与保护模拟实践、汉语方言调查与保

护田野实践。开展实践教学时，学生走进田间地头，深

入社会实践基地访求地地道道的纯正方音，并通过录音

录像的方式把他们记录下来，最后进行小组实践汇报与

答辩。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应设计“技术实践育匠心，

认知实践悟初心，模拟实践练胆识，田野实践提素养”

的四个教学环节，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实践教学。

3、面向创新致用：教学方法融入思想政治育人元素

著 名 语 言 学 家 詹 伯 慧 指 出 ： 汉 语 方 言 调 查 研 究 持

续繁荣，硕果累累，但在服务方言应用方面仍做得很不

够；方言调查研究还要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为社会的

语言应用开发服务。[4]因此，除了加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

学，我们在教学方法上采用“研学结合”“学用结合”

两种方法，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为社会的语言应用开

发服务。从课程思政角度来说，“研学结合”筑创新品

格，“学用结合”培致用意识。

4、追求知行合一：考核方法融入思想政治育人元素

“汉语方言调查与保护”课程高度重视课程思政考

核，强调学生通过课程思政修得的理论知识，要内化为

自身的行为规范并践行到实际社会生活中，达到知行合

一的高度。为此，我们在理论测评过程中，主要通过方

言使用现状调查，突出考察学生对方言文化遗产的理解和

认知。实践测评方面，主要通过社会实践成果测评、社会

实践效果测评等多方评价，突出考察学生的实践品格。

 “汉语方言调查与保护”课程与思想

政治教育融合育人的教学成效

经过多年实践，学生上完“汉语方言调查与保护”

课 程 后 普 遍 反 映 ， 他 们 不 仅 掌 握 了 汉 语 方 言 与 文 化 调

查、记录、整理的能力，同时还初步具备了研究、传承

方言以及制作方言文创产品的能力，内化了非遗家国情

怀，夯实了实践践行品格，增强了创新致用能力。

1、入脑入心，课程与思政融合，内化非遗家国情怀

通过思想政治育人元素的内化，学生完成对方言文

化遗产的理解和认知的报告近50份，获批语言及方言文

化遗产重庆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13项，公开

发表相关学术论文6篇。学生自发地关注和研究方言类文

化遗产，这表明，方言作为文化遗产和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亟需保护与传承的意识已经入脑入心，思想政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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