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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济南泉水文化的内涵与特色

（一）自然景观特色

济南的泉水及泉群，以其众多的泉点、丰沛的水量、优异的水

质、以及壮观的喷涌景观，成为我国岩溶泉的典型代表。数以八百多

处的泉水疏密有致地分布于济南各地，赋予济南的山水以鲜活的灵气

和迷人的魅力。[2] 济南素有“泉城”之称，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

等名泉各具风姿。“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趵突泉的

三股水喷涌不息，清澈见底，如翡翠般温润；黑虎泉的虎口咆哮，气

势磅礴，声如虎啸；珍珠泉则如串串珍珠从水底涌出，晶莹剔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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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泉水与周边的山水园林相互映衬，形成了独特而优美的自然景观，

展现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济南山水相依的灵秀之美。

（二）历史文化底蕴

城市繁衍生息人群，泉水对于济南城和济南人来说，具有母

本本源性价值。自先秦齐国在此建历下邑，至西晋永嘉六年济南

郡治所由东平陵移至此处，皆与此处的泉水水源有关。[3] 众多文人

墨客在此留下了千古佳作，如李清照的“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

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

鹭”，描绘了济南泉水周边的闲适生活；辛弃疾的“青山看不厌，

流水趣何长”，抒发了对济南山水的热爱之情。同时，济南的泉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国际理解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济南市作为拥有独特泉水文化的历史名城，具备丰富的文化

资源优势，如何将这一地方特色文化与世界水文化相连接，转化为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效载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泉水文化不

仅承载着济南的历史记忆和地域特色，更蕴含着人类与水共生共荣的普遍价值观念，通过对其深入研究和合理运用，可以为济南市开展

国际理解教育开辟新的途径，增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对济南的了解与认同，同时也促进济南市居民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包容与接纳。毕

竟，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求同”，也是为了“存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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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还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众多历史建筑、街巷名称都与泉水

相关，如芙蓉街、曲水亭街等，这些都承载着济南深厚的历史记

忆和文化积淀，成为济南城市文化的重要标识。

（三）民俗风情体现

泉水孕育了济南独特的民俗文化。济南人依泉而居、饮泉而

生，形成了许多与泉水相关的民俗活动，如“曲水流觞”、明湖

踩藕、泉畔品茶等。在夏日，济南人有到泉水浴场游泳消暑的传

统，泉水浴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展现出济南人亲近泉

水、热爱生活的质朴情怀。这些民俗风情生动地反映了济南人民

与泉水之间的深厚情感纽带，是泉水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济

南人性格活泼灵动，崇尚道德人格的纯净性……城市是有自己性

格的，济南的性格就是泉水的性格。[3]

二、世界水文化的多元性与普遍性

（一）不同地域的水文化特色

世界各地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差异，形成

了各具特色的水文化。在欧洲，威尼斯的水城文化闻名遐迩，其

纵横交错的河道、独特的贡多拉小船构成了城市独特的风景线，

水不仅是城市的交通命脉，更是其浪漫文化的象征；在中东地

区，约旦河被视为圣河，承载着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

教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宗教象征意义；在亚洲，日本的温泉文

化历史悠久，温泉浴场成为人们放松身心、社交娱乐的重要场

所，体现了日本对水的养生利用和独特的审美观念。

（二）水文化中的普遍价值观念

尽管水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各有不同，但其中蕴含着许多人类

共通的价值观念。水是生命之源，在所有文化中都被视为生存和

繁衍的基础，象征着生机与活力；水的流动性和循环性常常被用

来寓意生命的轮回、变化与不息，启发人们对自然规律和人生哲

理的思考；此外，水在灌溉、航运、能源开发等方面的利用，反

映了人类对水资源的依赖和改造自然的智慧，体现了人类与水和

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追求。

三、济南泉水文化与世界水文化的关联与交融

（一）自然景观与生态智慧的相通

济南的泉水景观与世界其他水文化景观在自然之美和生态智

慧方面存在着相通之处。济南泉水的形成源于独特的地质构造和

地下水循环系统，这与许多依赖地下水资源的地区具有相似性。

同时，济南人在长期与泉水共生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保护泉水

生态环境的传统智慧，如禁止在泉域内过度开采地下水、注重泉

池周边的植被保护等，陆续颁行了《济南市名泉保护条例》，成

立了“济南市名泉保护委员会”，编制了“济南名泉保护总体规

划”。[3] 这与世界范围内倡导的水资源保护和生态平衡理念相契

合，为全球水生态保护提供了地方经验和案例借鉴。

（二）文化符号与精神内涵的共鸣

济南泉水文化中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内涵能够在世界水文化中

找到共鸣。泉水在济南文化中被赋予了纯洁、灵动、坚韧等象征

意义，这与许多文化中对水的品质赞美不谋而合。如在西方文化

中，水常被视为净化灵魂、启迪智慧的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道家推崇“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的品德。道家把复

归“自然”当做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门，这就使天人协调从人际协

调的从属地位独立出来而成为“第一义”。[4] 这种文化符号和精神

内涵的共鸣，为济南泉水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情感和文化上的基

础，有助于跨越文化差异，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理解。

（三）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机遇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传播与交流日益频繁，济南泉

水文化作为世界水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国际旅游的兴起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济南，亲身

感受泉水文化的魅力，通过游客的口碑传播和社交媒体的宣传，

济南泉水文化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更广泛地传播。同时，国际文化

交流活动的开展，如从2013年8月起办的济南泉水节、国际水文

化研讨会等。济南文史专家张继平说：“泉水节在国际上的影响

力非常大，我有好多国外友人跟我说感到不可思议，泉水办成一

个节庆，并且是全民参与的节庆。”山东法语联盟法方校长艾霞

说，济南以泉名闻天下，其中尤以趵突泉最负盛名。当下水资源

问题是全球非常关注的问题，同时也与每位公民息息相关，“我很

荣幸见证济南采取的一系列泉水保护措施，并参与这次隆重的泉

水盛典（泉水节）。”[5] 主题活动为济南泉水文化与世界水文化的

深度交融搭建了平台，吸引了国内外专家学者、文化爱好者的参

与，进一步提升了济南泉水文化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济南泉水文化在国际理解教育中的价值

（一）培养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济南泉水文化作为本土文化的瑰宝，对于济南市居民尤其是

青少年来说，是了解家乡历史、传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

深入学习泉水文化，学生能够增强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培养强烈

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这种情感是对自己家乡的一种认同感、

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密码。[6] 这将成为他们

在国际交流中保持自信、坚守本土文化特色的精神根基，同时也

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向世界展示济南的独特魅力。

（二）促进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

将济南泉水文化置于世界水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学习和研究，

能够引导学生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水文化特色，拓宽国际视野，培

养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和能力。在与国际友人的交往中，学生可以以泉

水文化为切入点，分享济南的故事，同时倾听和学习其他文化中的水

文化元素，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与尊重，学会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进

行有效的沟通与合作，为未来参与国际事务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传播可持续发展理念

济南泉水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和对水资源的保护理念，与当

今全球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一致。在国际理解教育中引入泉

水文化，能够让学生深刻认识到水资源的珍贵性和保护水资源的重

要性，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学生可以将这些理

念传播到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的青少年共同探讨全球性的环境

问题，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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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于济南泉水文化的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策略

（一）课程开发与整合

1. 地方课程融入

在济南市的地方课程中，增加关于泉水文化的专门章节，系

统介绍济南泉水的自然地理知识、历史文化脉络、民俗风情等内

容，让学生全面深入地了解家乡的泉水文化。在介绍济南泉水文

化的校本课程中，可以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济南名泉的传

说故事、历代文人墨客对泉水的赞美诗词、泉水与济南城市发展

的关系等，激发学生对泉水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2. 学科渗透

将泉水文化元素有机地渗透到各学科教学中，实现跨学科的

整合教育。在语文教学中，引导学生赏析描写济南泉水的文学作

品，学习如何运用优美的语言描绘自然景观和表达情感；在地理

学科中，讲解济南泉水的形成原理、地质构造以及与周边生态环

境的关系，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环境意识；在美术教学中，让

学生以泉水为主题进行绘画创作，展现泉水的美丽与灵动；在历

史学科中，探讨济南泉水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使学

生了解家乡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二）文化体验活动设计

1. 泉水文化研学旅行

组织学生开展以泉水文化为主题的研学旅行活动，带领学生

实地参观趵突泉、大明湖、五龙潭等泉水景区，邀请专业导游或

文化学者为学生讲解泉水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生态保护情况。学生

可以亲身体验泉水的喷涌奇观，观察泉水的水质和周边的生物多

样性，参与泉水水质检测等实践活动，增强对泉水文化的感性认

识和实践能力。例如，2024年暑期，“泉”在济南过暑假系列

活动中按照“文化场景化、场景主题化、主题线路化、线路故事

化”的设计思路，开展的以“研学”为主题的“十百千”工程，

即：围绕十大主题，策划百条研学线路，讲述千个研学故事。其

中包括济南市教育局组织的“寻72名泉 品泉城泉水”研学实践活

动。活动历时7天，泉水组学子累计测量泉水数据648个，充分体

现泉城学子“在济南、知济南、爱济南”的家乡情怀。[8] 还有燕山

小学开展的“探寻济南泉水之源”研学活动，学生沿着泉水的脉

络，深入了解泉水的补给、径流和排泄过程，感受大自然的神奇

奥秘。

2. 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

积极与国际上拥有丰富水文化资源的城市或学校建立友好合

作关系，开展国际交流项目。可以组织学生与威尼斯、阿姆斯特

丹等水城的学生进行线上或线下的文化交流活动，共同探讨水文

化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面临的挑战及保护措施等话题；举办

“国际水文化节”，邀请国外学生和文化团体来济南参加，展示各

国的水文化特色，同时也让济南的泉水文化走向世界。通过这些

交流活动，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

全球意识。

（三）校园文化建设	

1. 校园环境营造

在学校校园内打造泉水文化景观，如建设小型的泉水喷泉、

泉池模型，种植与泉水文化相关的植物，如柳树、荷花等，营造

出浓郁的泉水文化氛围。在校园的走廊、教室等空间布置展示济

南泉水文化的图片、文字资料、学生的泉水文化作品等，让学生

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泉水文化的熏陶。如济南市趵

突泉小学设立的“泉文化长廊”，以“泉——水波潋滟中的诗和

远方”为主题，将具有济南文化特色的泉、林、荷、山等元素与

办学理念相融合。长廊的尽头设计了学生作品展示台，展示台背

景是趵突泉手绘图，围墙用湖色荷塘做衬托，凸显了学校鲜明的

泉文化特质。泉水文化校园景观可展示济南泉水的历史变迁、名

人与泉水的故事以及学生的绘画、书法、摄影等作品，使校园成

为传播泉水文化的重要阵地。

2. 社团活动开展

成立与“泉水文化研究社”“泉畔文学社”“泉水摄影俱乐部”

等泉水文化相关的学生社团，鼓励学生自主开展与泉水文化有关

的研究、创作和宣传活动。社团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泉水文化的调

查研究，编写泉水文化宣传手册，举办泉水文化摄影展、诗歌朗

诵会等活动，激发学生对泉水文化的深入探索和创新表达，同时

也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综合素质。

六、结论

济南泉水文化作为一种独特而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与世界

水文化紧密相连，具有深厚的内涵和广泛的价值。通过将济南泉

水文化融入国际理解教育，开发相关课程、设计文化体验活动、

营造校园文化氛围等实践策略，可以有效地提升济南市国际理解

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能力和本土

文化情怀的人才，推动济南在全球化进程中更好地走向世界，实

现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为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同时，这也为其他地区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促进全国范围内国际理解教育的创新发

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石。

在未来的发展中，济南市应进一步加强对泉水文化的保护、

传承和创新发展，深入挖掘泉水文化与世界水文化的共通之处，

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渠道和形式，不断丰富和完善基于泉水文

化的国际理解教育体系，让济南泉水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绽放

更加耀眼的光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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