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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让汉服社的同学身穿汉服上课，呈现“齐腰襦裙、

衣袂翩翩、点绛红唇”的汉服之美。当学生在选择穿汉

服的那一刻，就承担起新的角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阐释者、传播者；当他们被汉服之美感染、关注其中

凝结的文化魅力时，汉服就成为深植民族文化自信和自

豪的一种良好载体。

（三）教学设计中，融入理想信念教育

第一，在教学设计中，该课程教学拟与国情民生、

社会热点相结合，在教学设计中有意识地将思想理论教

育植入课程教学之中，从而增强课程的现实穿透力。在

紧贴授课主题的同时，选取内容新颖、体现现实关怀的

教学案例或教学素材，力求将知识点背后的理想信念问

题、爱国主义教育问题、国家的治国理政新思维、新战

略、新理念讲深悟透，引导学生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四）实践环节，关照当代，激活学习者的家国情怀

首 先 ， 在 实 践 环 节 拟 通 过 开 展 “ 我 家 乡 的 民 俗 ”

“民俗就在我身边”等系列主题活动，引导学生不断发

掘、思考那些仍在延续、传承、鲜活的传统文化，使原

本形而上的教学内容获得学习者认知上的转化，从而建

立 文 化 自 信 的 根 基 。 也 可 以 采 取 如 以 “ 民 俗 与 当 代 中

国”为主题，作为民俗学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着力点，

引导学生关注当代民俗实践。通过构建节日文化服务体

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

等民俗学紧密关联的现实议题，推动中华优秀民俗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民俗文化的

生命力。在激活民俗文化生命力的同时，融合思政课程

的家国情怀、社会担当、制度优势、道路自信的渗透，

促进学生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文化创新意

识及能力的提升。

其次，在传统课堂授课之外，注重构建课内课外、

校内校外相融通的民俗课程思政的科学教学体系。如通

过推动优秀民俗文化、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开展“民

俗文化采风”“非遗访学”活动，开拓广大师生的文化

视 野 ， 实 现 民 俗 文 化 的 “ 理 性 ” 与 “ 感 性 ” 认 知 的 结

合，最终为达到课程育人、增强思政教育实效的目标。

结　语

《民俗学》中蕴藏着丰富的德育素材，是实现课程

思想的优秀资源。作为课程教师，应该充分重视、深入

挖掘，通过革新教学举措，积极实现课程立德树人、价

值引领的课程思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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