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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背景下非遗文化与思政教学的互融路径研究

——以景德镇为例
陈雯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江西 景德镇  333000

摘      要  ：   在“大思政”理念引领下，非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学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然而非遗文化融入思政教学仍面

临融合形式单一、资源开发利用不足、跨学科协同困难等挑战。为破解这些困境，本文在分析景德镇非遗文化和思政

教学的耦合性基础上，提出可推行的教学模式及实践路径，以期构建更具实效性的融合体系，推动高校思政教育的创

新发展。

关  键  词  ：   大思政；非遗文化；思政教学；景德镇；互融路径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reat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ke Jingdezhen as an Example
Chen Wen

Jiangxi ceramic arts and Crafts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Jingdezhen, Jiangxi 333000

Abstract   :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education reform. However, the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il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single integration form, 

insufficient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nd difficulties i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difficult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between Jingdezhe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easible 

teaching mode and practice path, in order to build a more effective integr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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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景德镇非遗资源与其思政教育价值分析

作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

景德镇堪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宝库。[3]根据2024年的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景德镇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已达83项，其中国家级4

项，省级26项，涵盖了陶瓷制作技艺、陶瓷民俗、传统美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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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思政”理念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研究方向，其核心在于将思政课程与现实深度融合，增强教育的生动性和感染力。

这要求教育主体在落实“立德树人”目标的基础上，整合多方资源，拓展教育的时空维度，优化思政教育内容，构建协同育人机制。非

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在夯实文化根基、弘扬

民族精神、强化价值引领及推动教育实践方面具有独特作用。[1]将非遗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有助于增强课堂的文化感染力，提升学生学

习兴趣，深化其对思政教育内涵的理解。[2]本研究以景德镇非遗文化资源为切入点，系统探讨非遗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协同融合路径。

间故事等多个领域，不仅凝结着厚重的历史底蕴与工艺智慧，更

潜藏着宝贵的思政教育资源以待深入挖掘。

（一）文化自信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依托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核心内容，引导学

生深刻认知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与时代意义。而非遗文化通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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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传承、民俗活动、艺术表现等形式，为学生提供沉浸式的文化

体验，使学生直观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强化

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4]景德镇的陶瓷文化不仅是工艺的结晶，

更承载了千年的文化交流与发展史，能够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直

观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工匠精神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培育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非遗

文化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价值取向，如诚信、敬业、

创新等。[5]景德镇制瓷工艺讲求精益求精、持之以恒，这与思政课

倡导的“工匠精神”高度一致。这种工匠精神不仅适用于陶瓷技

艺的传承，也能在思政教育中引导学生形成认真负责、精益求精

的学习态度和职业素养。

（三）爱国主义教育

景德镇陶瓷业的发展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历代官窑的设

立，体现了国家对陶瓷工艺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景德镇陶瓷产

业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不断传承创新，成为对外交流的靓丽名

片。[6]这些历史事实都可以成为思政课的重要素材，让学生通过了

解陶瓷产业的兴衰，认识到国家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从

而增强爱国情怀。

（四）创新精神教育

创新精神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个人成长的核心驱动力。

非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其传承和发展过

程中，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创新元素。思想政治教育与非遗文化

的结合，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还能激发他们的创造

力，推动中华文化的时代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二、非遗文化与思政教学的互融困境

随着“大思政”教育理念的提出，非遗文化的融入已成为思

政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然而，受到师资力量、保障机制等

因素的制约，非遗文化与思政教学互融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仍面临

普及范围狭窄、融合形式单一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非遗文化的推广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长效育人功能的充分

发挥。

（一）融合形式单一 

当下，虽然高校对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意识都在逐步增

强，但其与思政教育的融合仍主要依赖传统课堂讲授，缺乏互动

与实践，使学生难以获得对非遗文化的多维认知与深度体验。[7]

虽然“非遗进校园”活动广泛开展，许多高校邀请非遗传承人现

场展示技艺，以增强教学直观性和生动性，但此类活动多侧重展

演，缺乏系统性与深度，难以有效传递非遗文化的精神内涵与育

人价值。

（二）对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足

尽管非遗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但高校对其多元

教育功能的挖掘仍显不足。当前研究与教学案例主要集中于陶瓷

技艺，其他非遗资源的教育潜力尚未充分开发，导致教学实践局

限于技艺传承，而忽视其在社会伦理、文化价值和思想道德层面

的深刻意义。[8]例如，传统戏剧、民俗文化、民间文学所蕴含的社

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其思政教育价值远超技艺本身。

（三）思政教学与专业课程协同不足，难以实现跨学科融合

在当前高校的课程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往往独立于专业课

程之外，未能与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有效融合。[9]非遗文化作

为跨学科的内容，涉及历史、艺术、文化、社会学等多个领域，

但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之间缺乏紧密的协作与沟通，导致非遗文

化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局限性较大。尤其是在非艺术类专业课程

中，非遗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掘，学生对其理

解和感知也相对较浅。

三、非遗文化与思政教学互融的教学模式

非遗文化与思政教学互融的模式应以学生为中心，以价值为

导向，强调通过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和实践来推动非遗文化和思

政教学的互融，从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一）以问题为起点的探究式学习

探究式学习强调从实际问题出发，通过主动探究和解决问题

来获取知识，注重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10]非遗

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

思政教育则强调思想理论学习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两者互融教

学有助于学生从文献学、文艺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哲

学等诸种角度去分析问题，培养其综合素养。例如在《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融入风火仙师、蒋四知、美人祭等景德

镇民间故事传说作为案例，以问题为引导，激发学生主动探究景

德镇瓷业背后精神内涵，深入领会这些非遗文化中所蕴藏的团结

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不畏强暴的斗争精

神等。

（二）以学生为中心的体验式学习

体验式学习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使学生通过亲身实践、沉

浸式体验非遗文化如陶瓷制作、窑业祭祀等，在真实情境中感悟

思政元素，从而提升学习兴趣。使学生在实践中亲身感受其中蕴

含的敬业精神、传承精神，并通过分析非遗文化的现代价值，增

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种深层次的体验比单纯的课堂讲解或

观看表演更能触及学生的情感，引导其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  

（三）以实践为导向的项目式学习

项目式学习鼓励多学科融合，针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可开

展与之匹配的项目内容，从而破解“大思政课”建设中存在的

“硬融入”“表面化”等现象，使非遗文化的研究和应用不局限于

思政课堂，而是延伸到社会经济、艺术设计、数字技术等多个学

科领域。例如，开展数字化助力非遗文化传播项目，结合思政课

程、计算机技术和市场营销知识，指导学生利用 VR技术、短视

频制作等方式，策划非遗文化的线上推广方案。开展瓷窑传说研

究项目，学生可以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小组讨论等方式分

析其育人功能，并策划现代化传播方案。这种模式使学生能够在

真实情境中应用所学知识，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不仅提高了思政教学吸引力，还在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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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文化创造力及拓展非遗传播途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四、互融路径选择

非遗文化与思政教学的互融，应充分整合各类资源，遵循因

势利导的原则，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推动非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

育的深度融合。在路径选择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以

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同时推动非

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一）推行非遗进课堂

首先在思政课程体系中，可将非遗文化与思政课程相结合，

形成专门的教学模块。例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

中，引入景德镇陶瓷制瓷技艺、民间文学等非遗案例，探讨非遗

文化与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系，让学生深入理解

非遗文化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其次是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多

学科协同推进非遗文化教育，如在历史、文学类通识课程中加入

非遗文化内容，讲述其文化价值、道德理念与时代意义。在经济

管理类课程中推动非遗文化与文创、旅游、电商结合等。此路径

不仅能发挥课程的思政育人功能，还能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创

新，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二）创新非遗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能够有效拓展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化被动接受为

主动学习。在非遗文化与思政教学互融过程中，要合理并充分利

用校内外的资源。在校内实践活动中可以发挥学生社团的组织优

势，通过举办校园非遗文化节、成立非遗技艺社团等形式，让学

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通过组织非遗表演、实

践工作坊等活动，使学生在动手实践与交流互动中加深对非遗文

化的理解。同时，可定期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开展教学指导，

激发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责任感，推动非遗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

中的深入渗透，从而有效培育大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

同时还应鼓励思政课堂走出校园，依托地方资源开展校外实

践，例如组织“非遗文化研学活动”“非遗助力乡村振兴”项目

等，促进学生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理解非遗文化的社会价值和思

政教育意义。通过走访非遗传承基地、与地方社区合作，学生能

够亲身体验非遗技艺的制作过程，并思考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

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此类实践活动既能加深学生对非遗文化的

认同，也能提升其社会责任感和创新思维，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

的教育体验。  

（三）打造多样化平台

一是打造校内外实践平台，通过校企合作，建立非遗文化实

践基地或创新平台，让学生参与到非遗文化的实际保护、推广和

创新项目中，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地方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积极

服务地方发展，奉献社会，让学生真正体验到文化传承的社会价

值和责任。

二是打造线上线下教育平台。充分整合景德镇本土非遗文化

资源，借助陶瓷非遗传承人的力量与在线平台技术，开展线上课

程教学，实现在线可交流，资源可共享，从而拓宽学生学习途

径，提高学习参与率。同时加强竞赛教学和项目实践，组织各类

学科竞赛、创客活动等，让学生在干事创业过程中感受非遗文化

中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

三是打造社交平台。充分利用社交媒体与短视频平台的传播

优势，结合非遗文化的独特性，鼓励师生创作富有正能量的“非

遗”思政作品，学生不仅能分享自己创作，还能参与到相关的互

动和讨论中，从而进一步加深对非遗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此外还

可以定期举办线上活动、挑战赛等，鼓励学生运用短视频、图文

分享等多样化形式，讲述非遗文化的传承故事，展示传统技艺的

魅力，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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