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ZHEJIANG INDUSTRY&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第18卷第2期

2018年06月

Vol.18 No.2

Jun.2018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非遗课程的思政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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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变，就是要将育人渗透到高校整个教学体系的每个环节、每门课程、每

位教师中去。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从六方面体现了该类课程作为高校课程体

系一部分的思政教育作用。在开设过程中，充分利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将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价值与高职院

校的思政教育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学校的思政教育，实现高校教育“立德树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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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nge fro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o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exactly

to infiltrate the education into the whole teaching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every link, each course, each teacher. As the

carri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skills reflects the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 as a par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urriculum system from six aspects. In the course of opening,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main channel of classroom teaching, combine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school, and realize the goal

of“moral education”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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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研究并不是一个新课题，但

随着世界舞台的不断变化和我国发展步伐的持续推

进，国际、国内的发展日新月异，如何在新形势下

对我国高职院校的大学生进行有效思政教育，培养

我们国家现代建设和未来发展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

接班人，是一个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思考的命题。在

我们国家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工作由“思政课程”向

“课程思政”转变的时代背景下，以“课程思政”

的“大思政”教育理念为指导，对传统手工艺技能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在高职院校思政教育中的作

用进行探讨。

一、“课程思政”的新理念

《中国教育报》在2016年12月2日刊发了一篇题

为《聚焦高校思政教育：从“思政课程”到“课程

思政”》的文章，编者按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承担着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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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如何创新高

校思政教育的方式，是摆在高校和思政教育工作者

面前的一道难题。”① 2016年12月7日至8日，习近

平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发表重

要讲话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

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

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

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

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②

《中国教育报》关于“课程思政”文章的刊出

及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的讲话，标志着

我们国家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将发生一个重要转变，

即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之所以要进行

这一转变，是为了在新时代背景下，培养我们国家

建设需要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那么，何为

“课程思政”？已有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提出了颇

有见地的观点，如《中国教育报》2017年3月21日
刊出一篇题为《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路该怎样

走》的文章。作者指出，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绝

不是简单的文字次序调换。课程思政之主旨，是强

调高校的所有课程都要纳入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内容。其特点是以课程为载体，

思政教育为灵魂，课程的育人功能和价值取向鲜

明。③可见，“课程思政”是我们国家在新时代背景

下提出的一个全新的高校思政教育理念，指明了我

国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未来发展方向。“课程思

政”新理念的具体内涵，是指在坚持以“立德树

人”为中心的前提下，将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从以

往孤立的由思政课程和思政教师承担，拓展、寓于

到高校整个教学体系的每个教学环节、每门课程、

每位教师中去，并从思想深处意识到思政教育不再

仅仅是思政课程、思政教师的任务，更是高校的整

个教学活动及所有教师的共同责任，要真正做到寓

思政教育于教学的日常点滴中去，做到回归教育的

本质。所以，“课程思政”的提出，是要在我们国

家高校思政教育中树立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和信

仰，树立一种思政教育的全面全员责任感，形成一

种“大思政”的教育格局，以实现高校教育“立德

树人”的目标，完成培养我们国家合格建设者和可

靠接班人的伟大使命。

关于高校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遵循“课程思

政”的教育理念做好思政教育工作，习近平讲话指

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

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

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

能力和水平。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

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

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④作为一名高职院校的非遗课程教师也应守好

这份责任田，积极探索并充分发挥其在思政教育中

的作用。

二、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遗课程的文化
内涵和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中的一类，是指

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

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

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

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

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

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

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分为五个领域：口头传说和表述，

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

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

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⑤

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遗分

类中的一大类，是我们国家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

体，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的共性，如历史性、文化

性、传承性、认同性、创新性，同时作为一种技

艺，还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如敬岗爱业、专注执

着、精益求精、技道融合、师道传承等，所以传统

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自己具有的中国

传统文化内涵和特性，非常适合在高职院校进行传

承，通过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能够更加形象、直

观、有效地推动高职院校的思政教育工作。

三、非遗课程在高职院校思政教育中的
作用

为更具体、直观地分析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课程在高职院校思政教育中的作用，将

结合笔者所工作院校——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一木三瓯”，即世界级急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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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活字印刷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瓯

绣、瓯塑，温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瓯窑，四

项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遗课程在思政教育中发挥作

用的实际情况进行阐述。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一所地处温州的高

职院校，一直非常关注并致力于温州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弘扬，先后将“一木三瓯”引入校内进行传

承。通过多年不懈努力和探索，逐渐走出一条具有

特色的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职院

校传承的路子，在非遗技艺传承、非遗文化普及、

非遗产品创新，以及本文将要论及的大学生思政教

育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下面即在“课程思

政”教育新理念的视域下，从六个方面具体分析传

统手工艺技能类非遗课程在高职院校思政教育中的

作用。

（一）敬岗爱业，培养学生的职业责任感、神

圣感

高职院校今天培养的大学生，是国家明天的建

设者。他们将来对职业的态度，不仅直接影响其个

人的职业发展，也将影响到我们国家建设的未来。

今天的大学生属于 90后，甚至 00后，出生、成长

在我们国家国富民强、条件优越的时代，对工作缺

乏迫切的生存需求感。如果不能形成敬岗爱业之

心，没有职业责任感、神圣感，就难以将一份工作

做好。

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尤

其是年长的传承人，虽然没有接受过现代正规院校

教育，却普遍具有一种朴素的职业责任感、神圣

感。《木活字印刷》非遗课程聘请的传承人老师，

从十几岁开始跟随父辈学习传统的木活字印刷工

艺，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写反字、刻字模、印

宗谱，即使现在已60多岁，从未中断。支撑其一路

走到今天的关键，体现在他朴素的话语中，传承人

老师说木活字印刷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是非常宝

贵的，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传承好。⑥正是

有了这份职业责任感、神圣感，才使其不计较所从

事技艺能否给自己带来利益和荣誉，而是早已将之

融入了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通过开设《木活字

印刷》非遗课程，同学们能够从聘请的传承人老师

身上直接感受到在传统社会环境下成长的传承人所

具有的朴素职业责任感、神圣感，进而使之形成对

所学专业及将来所要从事职业的尊敬与热爱，为其

将来的职业发展打好基础。

（二）专注执着，培养学生对职业追求的专一

性和持续性

今天处在信息多元且更新快速的新媒体时代，

正如流行的文化碎片化、快餐化之说，好像已使人

难以专注、持续地静下心做一件事。但任何一份职

业要想做好，具备专注、执着、持续的素养，是必

然的要求。

任何一项被各级政府部门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的传统手工艺，都是历经岁月磨砺的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华，都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人数代、数十代

专注从事、执着追求的结果。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

在201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级急需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因为其工艺的操作流程和史

书记载相符，更在于这项工艺是要在几毫米见方的

空白字模上，先用毛笔反写老宋体字，再用刻刀进

行雕刻，要想保证刻出的字体方正、工整、美观，

没有专注执着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通过《木活

字印刷》非遗课程的开设，同学们在亲手实践操作

的过程中，真切体会到了这一点，也意识到自己的

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训练同样需要这种专注执

着的精神。

（三）精益求精，培养学生对专业知识和技能

深入学习、专研的精神

李克强总理在 2016年 3月 5日举行的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⑦。只有

具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才能把一份工作做好，

做到极致。我们国家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的转变，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蓝图，更加需要“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高职院校作为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人

才的阵地，在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培训

方面，都需要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深入学习、专研

精神。通过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遗课程的开设，在

教学实践中，能够让学生深刻体会每一项传统手工

艺技能要想学好，做出精品，都需要精益求精的精

神。尤其是每项非遗技艺传承人的代表性作品，更

是极好的例证。如瓯绣非遗课程老师的代表作品

《国韵祥和》，是一幅长 1.8米，宽 1.5米的大型绣

品。该作品是瓯绣课老师历时 18个月精心创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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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用高超精湛的瓯绣工艺栩栩如生的再现了战

国时期中山王墓出土的青铜礼器氧化后呈现出的迷

人蓝绿色彩、以及华美奇异纹饰。学生们看到老师

的这幅作品，潜移默化中自然感受到传统手工艺技

能蕴含的精益求精的传统文化内涵和特性，及传承

人老师精益求精的从业精神，进而直观、生动地影

响到他们对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深入学习、专研

精神。

（四）技道融合，培养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道

德的有机融合

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之间，相辅相成，只有技

道融合，才能成为一个合格从业者。如上文所说，

高职院校今天培养的在校大学生，就是明天国家建

设的不同行业的从业者。如果同学们仅仅掌握了所

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具备相关的职业素养和道

德，是不能把工作做好的，更不要说创新、发展。

那些被国家认定为传承人的非遗技艺从业者，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具有过硬的技能，另一方面是因

为他们的职业素养和道德。我们国家的非遗技艺保

护、传承工作，虽然已经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但

很多项目还没有摆脱失传的困境。浙江工贸职业技

术学院“一木三瓯”的非遗课程老师，不仅将掌握

的非遗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同学们，还非常积

极、热心地参与到四项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中

去，通过参加各种展会、去校外中小学开课、走进

社区展示等方式，为自己从事的非遗技艺的传承奉

献一己之力。四项非遗课程的老师，以技道融合的

言传身教，为同学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使大家一

方面向老师学习非遗技艺，即“技”的同时，另一

方面也学习他们为传承无私奉献的职业素养和道

德，即“道”，进而实现教育的“技道融合”，使同

学们毕业后更好地胜任自己的职业。

（五） 师道传承，培养学生尊师重道，对老

师、学校的感恩之心

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遗技艺过去靠的是口传心

授的师徒、父子传承，所以古人所谓的师徒如父

子，有其一定道理，就是在老师传授给徒弟技艺的

同时，徒弟也要向对待自己的父辈一样，要尊重老

师，并心存感恩、回报之心。如耶鲁、哈佛等世界

名校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校友的捐赠，培养学

生的尊师重道、感恩回馈母校和社会之心是高职院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使命和任务。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瓯塑技艺培养的杨忠敏

同学，在校时，通过瓯塑非遗课程学会了这项技

艺，更学会了老一代瓯塑艺人师道传承的感恩之

心。毕业后，该同学先成立了瓯塑工作室，成功实

现了以此作为自己的职业。后随着工作室发展的越

来越好，又成立了公司。杨忠敏同学的公司在自己

成功进行创新、创业的同时，还积极为浙江工贸职

业技术学院的瓯塑非遗课程提供校外实践基地和体

验平台，接受同样是学习瓯塑技艺毕业的学弟学妹

来公司实习、工作，实现了瓯塑传统手工艺技能校

内、校外传承、创业的有机结合和良性循环，更成

功做到了感恩、回报自己的母校。

（六）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树立当代大学生的

爱国之心

一个国家的强大，在于经济、物质的富足，更

在于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在这个信息快速发展，文

化交流频繁的时代，如何使大学生认清国际、国内

的局势，选择、信奉正确的文化信仰，是我们国家

所要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关键。今天的

在校大学生要想承担起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重

任，除了需要掌握过硬的专业知识、技能，更要了

解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增强

民族文化自信，树立坚定的爱国之心。

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生动、形象载体，是对大学生进行民族文化

自信教育的有效媒介。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通过

开设“一木三瓯”四项非遗课程，让同学们通过对

这些传统技艺及其文化内涵的学习，直观、形象地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神奇，形成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认同和热爱，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在心中树

立起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在“课程思政”新教育理念的时代背景下，结

合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一木三瓯”传统手工艺

技能类非遗课程的教学实践，探讨了这类课程如何

在开设过程中，充分利用课堂教学主渠道，将四项

技艺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与高职院校

的思政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学校的思政教育工

作，实现高职院校教育“立德树人”的目标，培养

我们国家现代建设和未来发展需要的合格建设者和

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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