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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在高职德育教育中渗透策略的研究
李现翠　姬　欢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摘要：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照四表。信而有征，远始于黄帝，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集其大成。

黄河流域创造了伟大而辉煌的文明历史，发展了文学、绘画艺术、伟大的博爱大同思想；在物质文化层面，黄河流域地区的人民创造发

明了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在数学、天文学、建筑学、中医学等方面都具有杰出贡献。黄河文化对华夏民族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黄河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思想、伟大的文化艺术成就对于今天的大学生德育工作仍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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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黄河流域灿烂的文化艺术陶冶学生的情操

黄河流域发展了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活动，乐舞、戏曲、书法、

绘画、陶瓷、雕刻等，这些绚丽多姿的艺术使得中华文明丰富多彩。

比如，《诗经》中记载，春秋战国时，中原诸国形成了文舞和武

舞之分，流行的舞种有战车舞、大武舞、大获舞等，隋唐时期发

展出了专门的乐舞组织和机构，专门培养乐舞人才的——教坊和

梨园。这些乐舞机构为中国音乐和舞蹈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书法领域，黄河流域、中州大地也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书法名

家，秦有李斯，两汉有蔡邕、许慎、刘德升，唐有褚遂良、徐浩、

裴休等。宋元有岳飞、许锋等。明清时期，有王铎、周亮工、宋荦。

我国最著名的文化艺术品——陶瓷，在黄河流域也有极为鼎盛的

发展。黄河流域陶瓷发展的顶峰是宋元时期，北宋时期五大名窑

中河南占据三大窑———汝窑、官窑、均窑，其中，汝窑的“天青”

是陶瓷艺术品中不可多得的精品，钧瓷产“流变”色彩的瓷器，

古语有言，如“兰天晚霞”，是除宫廷外世人难以得到的珍品。

培养学生的情操是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化艺术是陶

冶情操的佳品。当代高职学生受网络文化的影响比较深，而网络

世界中信息良莠不齐，历史虚无主义、对外来文化盲目崇拜等思

潮对学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网络带来的快餐文化也使得信息缺

乏内涵，学生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得不到真正有营养、有内

涵的信息的影响，内在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情感上无法得到熏

陶和感染。因此，教师可以利用灿烂的黄河文化，用黄河流域灿

烂的文化艺术成就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用“兰天晚霞”般的陶

瓷艺术品、古典婉约的舞蹈、精湛的书法艺术熏陶学生，让学生

丰富精神世界，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培养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

二、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黄河流域发展了灿烂的思想成就。中华文明，根在河洛，中

州大地是孕育子学的母体和摇篮，诸子百家各流派的代表人物，

大都出生或活动于河南。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儒家思想开始占据

正统地位，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河流域涌现

出许多大家名流。

唐朝佛教盛行，黄河流域高僧如林，有法琳、玄奘、一行、怀素、

道信、神秀、智周等。宋代，产生了理学，而中州则是理学的故乡。

理学注重纲常伦理，实际上是糅合儒、佛、道三教而形成的新儒学。

中州著名的理学大师有邵雍、程颢、程颐。明清时其，中州思想

界渐趋没落。但明代出现了批判理学的唯物主义思想论者，其代

表人物有王廷相、吕坤。

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应用这些伟大的思想成果，用中华传统

思想、礼仪规范学生的行为，让他们传承传统精神和文化，做有

底蕴、有底气、有灵魂的中华儿女。

比如，儒家思想提倡“以礼律己，以德待人”，正式外在美

与内在美的统一。这正是当前在经济繁荣背景下，人们追逐经济

利益，忽略内在修养，学习这些礼仪规范，思政教师则可以挖掘

礼貌用语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让学生体会中华语言所蕴含的

礼仪之美、思想之美。又比如《周易系辞》有言，“天地之大德

曰生”，便是教导人们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建立积极的生命观，

引导学生珍惜生命、珍惜时间，将精力投入到学习中。中华传统

思想博大精神，应用黄河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成果对学生进行德

育，能够让良好的道德品质、礼仪规范扎根在学生思想深层。教

师要汲取黄河文化的思想精华与道德精髓，将其与当前的高职学

生德育工作有效融合在一起，用中华民族精神、优秀的中国传统

文化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同时更好地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三、构建德育工作的长效机制

在高校开展德育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坚持科学性、针对性及

有效性的原则，构建德育工作的长效机制。搭建起一个德育长效

机制，对黄河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弘扬优秀的黄河文化，使得

黄河文化弘扬和教育成为校园特色文化。在高校德育教学中，尽

管在特定的阶段会掀起对某一文化的学习浪潮，但是如果缺乏长

效的工作机制，文化的德育效果也无法得到保障。这就需要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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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的工作机制，通过搭建一个固定平台，对德育教学与专业课

教学进行协调，让学生能够定期接受德育教学。

搭建德育长效机制，需要将理论教育和实践教学融合在一起，

组织理论学习和研究活动，在课堂上宣传和讲解理论内容，同时

在课下组织多样化的实践活动，将经典的实践活动作为常规活动。

比如，每年组织一次“黄河文化展览活动”，引导学生参观当地

的一些孝文化传承基地，从而感悟历史，在实践当中提升自身的

德育水平。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与新媒体在人们的生

活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这就需要在开展德育教学工作的过

程中，充分地借助新媒体与网络工具传播孝文化，采用更为多样

的表现方式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将黄河文化教育融入通识课程

为了增强德育效果，学校还可以将黄河文化宣传和教育融入

课程体系建设工作中，可以在课程设置时把传统文化中如诗词、

中国画等作为一项课程穿插其中，建设关于黄河文化的通识课程。

比如，设置书法选修课。在书法选修课中，学生可以进一步理解

汉字传达出来的深层含义，在临摹方块字的过程中，理解黄河文

化中“正”这一思想，理解书法中蕴含的中国人对宁静、致远的

追求。从整体上发展，提升传统文化在高校的课程比重，完善课

程体系，是强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心灵浸润”功能的理解。高职

院校在设置课程时，要避免出现课程单一化，应基于教育目标，

以全面发展为引导设置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培养复合型人才。

将黄河文化融入通识课程中，有助于学生加深对黄河文化的

理解，让黄河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同时，关于黄河文化的

通识课程也能够丰富课程内容，有助于打造更丰富、完善的课程

体系。学校要合理分配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的学分分布，将传统

文化教育加入选修课程。将传统文化纳入教育体系可以帮助学生

提升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进而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养分。

五、完善德育工作体系

在开展德育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将学

生的主体地位放在首位。教师要关注学生的精神层面的需求，并

且产于与学生沟通交流，了解学生的思想。在应用黄河文化进行

到德育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引导，而不是强制性地要求学生掌握

一些德育理论，要增强学生对黄河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让学生

真正认同黄河文化，理解黄河文化的内涵，将其中的思想和精神

内化于心，产生精神共鸣。比如，黄河流域的“玉石文化”发展

比较成熟，教师就可以与学生交流中国人对“玉石”的理解。古

语有言“温润如玉”，为什么玉石会与“温润”联系在一起，性

情“温润”体现在哪些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人怎样的文化品质。

有的学生认为古人认为君子如玉，玉石晶莹剔透、洁白无瑕，反

映出中国人对高风亮节美好道德品质的追求，有的学生认为玉石

温润而坚硬，反映出中国人舍生取义的精神。通过互动交流，学

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更深，在交流中反思自身行为，在生

活中用“如玉君子”指导自己的行为。

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在社会活动当中积极践行黄河文化中

的思想，让学生在社会活动中体会到孝文化的魅力。除此之外，

教师还需要定期总结，在文化活动结束以后，教师应该总结活动

的开展效果，分析活动存在的不足之处，以便于采取有效的应对

措施，提升德育的教学水平。

六、组织教师开展黄河文化交流探讨活动

作为高校思政教育的主要影响因素，教师的文化修养直接影

响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在思政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需要

教师加强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教师要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在

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高校可以积极开展黄河文化交流活

动，采取多样化措施促使教师积极参与文化教学活动，完善教师

自身的知识结构。每个教师对文化的理解和认知都不同，开展黄

河文化交流探讨活动，教师分享彼此的理解，从多角度、多层面

理解黄河文化，有助于教师文化素养的提高。同时，教师也可以

就德育工作展开沟通和交流，分享如何将黄河文化融入德育工作

中，进而加强自身的教育能力，真正使得黄河文化熏陶学生的精

神和思想，充分发挥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

用，将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进行传播，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增

强学生的文化底蕴。可以引导学生积极进行传统文化学习，明确

其文化的意义特征，培养优秀的人才。

七、结语

总而言之，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思想过硬的、具有文化素养

的现代化应用型人才，是高职院校的责任。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

的发源地，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文化渗透

在高职得以工作中，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政水平、培养学生的文化

自信具有重要意义，促进文化传承、推动民族复兴都具有重要意义。

思政教育活动是引领技工院校的学生形成价值观和思想观的重要

途径，思政教师应发挥专业优势，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教导学生、

引领学生，助力新时代向心力的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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