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2023年第9期·　　　　 ·新西部

Education & Teaching丨教育·教学 Ｅ

《民俗学》课程思政的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

育中的积极作用。他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

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

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课程思政”是指依托、借助于专业课程进行的思

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 或者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

的教育实践活动，即发挥课程的育人价值、思想政治教

育的引领价值，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学科的深度融合，

构 建 显 性 教 育 与 隐 性 教 育 相 结 合 的 高 校 德 育 新 模 式 。

《民俗学》课程是对民俗相关内容的讲授。民俗是千百

年来人民大众传承的一套生活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保持、传递和延续。民俗中蕴含着优秀的人文精神、伦

理观念、审美情趣等，是实现德育的一个宝库。《民俗

学》课程内容中，有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是中华

民族创造和积累下来的文化财富和精神命脉。它的思想内

涵、道德精髓、现代价值和传承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非常契合。如在岁时节日、人生仪礼、工匠民俗、饮食

民俗等习俗中蕴藏着丰富的道德情感、道德原则、道德

理想，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自强不息上下求索、精益求精的

敬业精神，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

美德等等。它们都是开展课程思政、高校德育工作的宝

贵资源，为完成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提供路径。

《民俗学》课程思政解决的教学问题

在 以 往 的 《 民 俗 学 》 课 程 教 学 实 践 中 ， 普 遍 存 在

“重知识灌输、轻思政育人”的现象。这些课程教学以

知识传授为主，存在着重智育轻德育、重知识轻价值的

现象；或者课程中专业性与思想教育“两张皮”违和性

的问题。在不少授课教师的惯性思维中，《民俗学》课

程的作用就是辅助并拓展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知识视野，

以知识传授或技能培养为主要目标，对如何发挥课程的

育人功能缺乏认识。缘于授课教师对《民俗学》课程思

政的建设定位不清、目标不明晰、教改路径不明确，以

及在课程教学实践中不知如何引导新时代大学生培塑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家国情怀等，缺乏行之有效的

手段和方法，从而阻碍了此类课程思政化的开展。

《民俗学》课程思政首先在教学内容设置上，改变

以往只关注专业知识传授，轻价值、道德培育的现象。

在 尊 重 专 业 性 的 前 提 上 ， 以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为 主

导，根据章节内容，提炼德育典型案例、德育元素，修

订教学内容、目标，增加价值观目标，强化课程立德树

人的育人功能，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

有机统一。

《 民 俗 学 》 课 程 中 存 在 丰 富 的 学 生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启发素材，是实现课程思想的良好资源。但是，从目

前的研究来看，《民俗学》的课程思政开展还不尽如人

意。具体来说，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对于包括《民俗学》课程在内的通识教育课

程，思政元素认识不足的问题。授课教师对它们建设的

重要性缺乏有效认知，无论在教学内容的编排，还是教

学方法的创新等方面，相对单调，不能发掘其中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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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俗学课程内容中，有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德，这些都是开展课

程思政重要资源；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主要体现在思政元素认识不足、忽略民俗的现实意义

和时代价值等两个问题；其目标主要包括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与发现时代价值、厚植文化

自信；具体举措离不开基于教学内容、方法、设计以及实践等四个环节的各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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