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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包公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一）包公文化的内涵

包拯，北宋名臣，生于公元 999 年，受儒家思想浸润，于 1027

年进士及第，开启从政生涯。任职期间，包拯始终坚守清正廉洁、公

正无私的为官准则。其廉洁品质尽显于端州任上，面对珍贵的端砚贡

品，他严格把控数量，离任时未私取一方。日常亦生活简朴，尽显廉

洁自律。断案时，包拯严守法律，无惧权贵“铡美案”中，他依法惩

治驸马陈世美；任开封府尹时改革诉讼流程，公正断案，赢得“关节

不到，有阎罗包老”的美誉。包拯心怀百姓，任职地方时关注民生，

主张轻徭薄赋，旱灾时奏请减负救灾；在开封府尹任上，开凿水井解

百姓饮水之难。政治上，他积极献策，提出选官、强军、发展经济等

举措；外交场合，他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包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清

官典范，不仅是安徽地区的重要历史名人，其影响力更是穿越千年，

从中国走向全世界。[1] 包公文化蕴含廉政、公正、民本、忠诚等内涵，

构成独特价值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

（二）包公文化的当代价值

包公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其蕴含的廉政、法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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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精神，至今仍深刻影响当代社会。

在廉政建设上，包公廉洁奉公，如在端州任职时“不持一砚

归”，为当代官员树立典范。融入包公文化的廉政教育，能引导

官员树立正确权力观，抵制贪腐。法治观念培养方面，包公执法

以法律为准绳，不畏权势。他的法治精神能促使人们尊重法律，

认识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学校和社会可借此开展教育宣传，营

造良好法治氛围。道德建设层面，包公忠诚正直、心系百姓，其

道德品质能激发大众道德情感。传承包公文化，能推动民众践行

良好道德规范，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综上，包公文化为当代社会

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挖掘传承包公文化意义重大。

二、包公文化教育价值的实现路径

（一）融入学校教育体系

1. 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创新

学校应将包公文化有机融入校本课程体系，根据不同学段学

生的认知水平与心理特征，编写适配的教材与教学大纲。

小学阶段，设置如“包公故事汇”这类富有趣味性的课程，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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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故事传播包公精神；开展“包公文化之旅”实践课程，带领学生实

地参观包公祠等遗迹，直观感受文化氛围。初中阶段，开设“包公文

化与道德修养”课程，深度剖析包公文化蕴含的廉政、公正等价值观，

助力学生道德成长；设置“包公断案与法律智慧”课程，借经典断案

案例普及法律知识。高中阶段，开设“包公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当代价

值”研究性课程，培养学生研究与批判性思维。大学阶段，开设“包

公文化与社会治理”课程，引导学生思考其对当代社会治理的意义。

教学方法上，采用情境教学法，模拟包公断案现场，让学生

扮演角色，激发学习兴趣，提升实践能力；运用实践教学法，组

织学生调研当地廉政文化，开展“包公文化宣传进社区”活动，

增强学生综合素养。

2. 师资培训与专业发展

定期组织教师参与包公文化培训及学术交流活动，邀请专家

开展讲座与指导，提升教师对包公文化的理解。鼓励教师开展教

学研究，探索包公文化教学模式，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课堂，提升

教学质量。建立激励机制，设立“包公文化教育优秀教师奖”，

把相关教育成果纳入绩效考核，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二）强化家庭教育引导

1. 家庭文化建设

营造浓厚的包公文化家庭氛围，制定融入廉洁、公正、忠诚

等价值观的家规家训，如“廉洁自律，不贪不占；公正待人，不

偏不倚；忠诚爱国，敬业奉献”，并在家庭聚会时详细讲解其内

涵。定期开展家庭讨论，围绕包公话题，引导家庭成员结合生活

实际分享感悟，增强对包公文化的认同感。

2. 家长教育意识提升

借助家长学校、专题讲座提升家长教育意识与能力。家长学

校开设包公文化课程，涵盖文化内涵、教育价值及家庭实践方

法；专题讲座邀请专家解读文化，分享教育技巧，组织观看相关

影视作品，激发家长开展包公文化教育的热情。

（三）拓展社会教育资源

1. 文化场馆的教育功能拓展

包公园等文化场馆应加强与学校、家庭合作，与学校开展馆校

合作课程，举办“包公文化进校园”活动，提供实习基地。例如，

肇庆市2015年在原有包公祠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又新建了一座更为

综合的包公文化园，其举措使肇庆市在“传统包公文化 + 当代廉政

教育”方面迅速走在了全国前列。[2-5] 再如，与家庭开展亲子活动，

如“包公家宴”，并提供学习资源。针对不同年龄段开发特色产

品，如儿童包公故事绘本、青少年研学活动、成人专题研讨会等。

2. 媒体与社会力量的参与

传统媒体开设包公文化专栏，网络媒体利用社交媒体、短视

频平台等宣传，如制作包公断案短视频。鼓励社会组织开展公益

活动，企业将包公文化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志愿者参与宣传与讲

解服务，共同推动包公文化传承发展。

三、包公文化教育价值实现的策略

（一）文化传承与创新策略

1. 传统与现代融合

包公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承载着深厚的历史

底蕴与丰富的价值内涵。其核心以北宋名臣包拯的事迹为蓝本，

蕴含廉政、公正、民本、忠诚等核心价值观。包拯在端州任职

时，当地砚台精美且常被用于官员间的不正当馈赠，而他却严格

把控，离任时“不持一砚归”，这一廉洁之举成为千古佳话，奠

定了包公文化中廉政精神的坚实基础。

在当代廉政建设进程中，腐败现象仍时有发生，严重侵蚀社会

公平正义与政府公信力。据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数据显示，共

立案87.7万件，处分88.9万人，高级官员腐败案件也屡见不鲜。将包

公文化融入廉政教育，为官员树立起廉洁从政的标杆。通过开展包公

文化主题的廉政培训、讲座，让官员深入领会包公廉洁事迹，有助于

他们树立正确权力观，提升廉洁自律意识，从思想源头上预防腐败。

在法治建设领域，包公断案秉持以法律为准绳，不畏权势、

不徇私情的原则，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平民百姓，违法必究。这

种公正司法理念正是现代法治社会追求的核心价值。在诸如“北

京地铁猥亵事件”和“杭州活人案件”等等社会热点案件中，公

众对司法公正高度关注，渴望司法机关能如包公一般公正断案。

将包公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融入法治教育，能够强化民众对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认知，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动法治社会建设。

包公精神，千年流传、熠熠生辉，是中华文明史上一笔弥足

珍贵的精神财富，但要使其焕发出时代魅力，还必须坚持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6-8] 实现包公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需紧密结合现代社会需求。在教育领域，将其融入学校、家

庭和社会教育，例如，合肥市通用技术学校开发的包公文化校本

课程便是成功范例，通过讲述包公生平、廉政思想与断案故事，

丰富的课程内容如讲座、演讲比赛、主题班会等，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培养其道德品质与法治观念。家庭教育中，家长讲述包公

故事、传承家训，如“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

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引导孩子坚守道德底线。社

会教育方面，例如合肥包公园的包公文化主题展览，展示文物、

史料与故事，举办讲座、戏曲表演等活动，传播包公文化魅力。

2. 数字化与新媒体应用

要想理论思想入脑入心，需要借助柔性化手法赋魅教育过程，

利用隐性教育润物细无声的优势转化包公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深层次启蒙学生的精神世界、达到情感共振的良好境界。[9] 数字化时

代，利用数字化技术与新媒体平台传播包公文化优势显著。数字化技

术可将包公文化资源转化为电子文档、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便

于存储、管理与传播；新媒体平台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互动性

强，能让包公文化迅速走向世界，吸引更多人关注参与。例如，合肥

素有包公故里之称。包公故事为合肥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打响“包公

名片”。[10]2024年12月，合肥市民间文学《千年传奇包公故事》动

画片在合肥市广播电视台举行首发式，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此次直播

通过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合意 APP、“大湖观察”视频号、抖音、快

手、新浪微博等多平台同步播出，吸引近61.2万网友在线观看。

开发包公文化 APP 是创新传播方式之一。APP 整合各类资

源，设置“包公生平”板块介绍其人生轨迹；“包公故事”板块

收录经典故事，以多种形式呈现；“包公家训”板块解读家训内

涵；“互动社区”板块促进用户交流分享，增强参与感。

制作短视频也是有效传播手段。短视频简洁生动，能快速吸引

用户。以“包公断案小剧场”重现断案场景，展现包公智慧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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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文化小知识”用动画讲解文化内涵；“包公故里探秘”拍摄文

化遗迹景观。在抖音平台，包公文化短视频总播放量、热门视频点赞

量、评论转发量非常可观，用户纷纷表达对包公文化的兴趣与支持。

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同样重要。在微博、微信开设官方账号，

定期发布资讯、图片、视频，发起“你心目中的包公形象”等话题讨

论，吸引用户参与。例如，广东肇庆市包公文化园”微信公众号平台，

截至 2023 年 12 月，累计关注人数达 28000 人，扩大了文化影响力。

（二）教育协同与合作策略

1. 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协同

学校、家庭和社会在包公文化教育中角色各异却又相辅相

成，构建三方合作机制对实现教育价值最大化意义重大。

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应将包公文化纳入教育教学体系。开设

校本课程，系统讲解包公生平、廉政思想、法治观念；组织演讲比

赛、征文比赛、戏剧表演等活动，加深学生对文化内涵的理解。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在包公文化教

育中起基础性作用。家长要以身作则，传承包公廉洁、公正、忠诚等

价值观，通过讲述故事、传承家训教育孩子。如讲述“不持一砚归”

故事，教育孩子廉洁。同时，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包公文化活动，如

参加讲座、参观文化场馆，增进亲子感情，助力孩子接受文化熏陶。

社会是教育的大课堂，在包公文化教育中起支持作用。文化场

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应发挥资源优势，举办展览、讲座、研讨会传

播包公文化。例如，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开展的“包公学堂”大思

政课进校园”活动，邀请专家讲座、组织参观包公祠，还将包公文化

与学科教学融合，语文教学讲解相关文学作品，道德与法治课程融入

包公思想，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社会组织可开展公益活动，如

组织志愿者进学校、社区宣传；企业可将包公文化融入企业文化建

设，开展廉政教育、职业道德培训，为学生树立职业榜样。

建立三方合作机制，需加强沟通协调。可建立三方联席会议

制度，定期商讨教育事宜，制定计划方案；搭建信息共享平台，

交流资源、经验与成果，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

包公文化教育体系，培养学生道德品质与社会责任感。

2. 区域与国际合作

不同地区开展包公文化教育合作空间广阔。例如，合肥作为

包公故乡，拥有包公园、包公故里文化园等丰富资源；开封是包

公任职之地，开封府、包公祠等景点文化底蕴深厚。两地可合作

开发教育资源，联合编写教材，组织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挖掘

历史资料、传说故事融入教材，使其更具特色；举办文化研讨

会，邀请国内外人士共同探讨包公文化内涵、价值与应用，促进

学术交流；整合旅游线路，推出“包公故里—开封府”文化旅游

专线，让游客感受不同地区包公文化特色。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传播包公文化意义非凡。其蕴含的公

正、廉洁、正义等价值观，能引发国际社会共鸣。举办国际包公

文化节、学术研讨会，展示文化内涵，邀请国际友人参与展览、

文艺演出、民俗活动，分享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传播。

利用国际媒体平台是重要传播途径。借助 BBC、CNN 等国际

知名媒体报道宣传，制作纪录片、专题节目播放；在 Facebook、

Twitter 等社交媒体开设账号，发布内容，吸引国际用户关注参

与，扩大国际影响力，促进文化交流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贡献文化力量。

（三）评价与反馈策略

1. 教育效果评价体系构建

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对衡量包公文化教育成效至关重

要。该体系需从多维度出发，全面、客观地反映教育效果。

知识与认知维度，借助测试题考查学生对包公事迹、思想等

的掌握，如“简述包公在端州任职的廉洁事迹”；还通过问卷了

解学生兴趣、认知途径和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像“你对包公文

化的兴趣程度如何”。

行为与实践维度，关注学生日常行为，统计纪律、诚信等行

为规范数据，对比教育前后变化；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廉政宣传，评估其对文化的实践应用能力。

情感与态度维度，通过观察学生参与活动的反应，开展班

会、讨论让学生分享感受，分析发言；运用专业心理测评量表，

对比学生道德情感、社会责任感的变化。

2. 反馈与改进机制

建立多元反馈渠道是优化教育的前提。学校内，教师通过课

堂提问、作业了解学生困惑，组织座谈收集建议，如学生提出增

加参观包公祠，可作为教学参考。

学校与家长沟通也很关键。学校通过家长会、家访、微信群

反馈学生情况，听取家长意见，了解家庭表现和教育问题；家长

会上介绍教学，家访探讨文化融入，家长也能反馈学生在家表

现。社会各界反馈同样重要。文化场馆、社区、媒体通过问卷、

意见箱、网络平台收集评价，如合肥包公园收集观众对展览内

容、形式等建议，据此改进。

依据评价结果调整教育策略。知识掌握不足就优化课程与教

学方法，采用动画、视频等；行为实践有差距，学校和家庭加强

引导监督，组织更多实践活动，家长以身作则；活动形式单一，

就创新活动形式，举办知识竞赛、研学旅行等。

总之，包公文化蕴含廉政、公正等价值观，在当代教育意义

重大。多方已开展活动传播文化，未来要从学校、家庭、社会多

方面入手，挖掘内涵、拓展应用场景，推动文化交流，助力人才

培养和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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