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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化与课程思政融合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宋晓龙　张祖华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宜兴 214200）

摘要：以紫砂文化为代表的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陶文化进课堂是课程思政的生动实践。根据陶文化进课堂与思政

的融合程度，大致可以将陶文化课程思政实践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从陶历史中挖掘思政元素，激发学生兴趣，增强课程思政亲和力；

第二方面是在陶理念、陶风格的知识讲解中集成思政元素，进行价值引导；第三方面是在陶课程体验中融思政于内心，实现课程思政深

度融合。“陶文化”进课堂的课程思政实践，为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提供了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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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指出：“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

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

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的

深刻思考，为推进课程思政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本文以陶文化融入课程为切入点，从三方面对课程思政实践

进行了论述。课程思政即在各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根据陶

文化与思政元素的融入程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

注重在对陶历史梳理中发掘思政元素，注重激发学生兴趣，思政

元素比较容易发掘；第二方面侧重在陶理念、陶风格的讲解中融

合思政元素，进行价值引导；第三方面为深度融合，在课程体验

中融思政于内心。注重激发学生内心情感，潜移默化的融思政教

育于内心。

一、集陶历史中的思政元素，激发学生课程思政乐趣

（一）何为陶历史

陶历史如历史的概念一样，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不仅指

历史的纵向时间梳理，也包括对历史的横向规律研究。同样，陶

文化历史既包括陶瓷的生成史、发展史等纵向梳理，也包括在陶

瓷发展史中形成的陶瓷风格、制陶理念，以及在陶瓷发展历史脉

络中涌现出的制陶大师，其中就包括他们在长期制陶实践中形成

的制陶风格、理念以及独特的艺术人格。

挖掘陶历史中的思政元素，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是“陶文化”

课程思政的第一方面。这一方面重在激发学生对于思政的兴趣，

形成学习习惯，在今后的专业课程学习中增强对课程思政的自觉

性。陶历史中的思政元素相对易发掘、易操作，陶历史中的第一

部分重在对陶瓷历史纵向时间梳理中开发思政元素；第二部分则

是关注制陶大师的故事以及他们的制陶风格。

（二）立足陶历史，深挖思政元素，激发学生兴趣

融精神教育讲解陶历史，增强课程思政兴趣。在对陶历史讲

解，挖掘思政元素过程中，改变了学生以往单纯历史性的脉络梳

理，融合精神教育于历史梳理，增强了学生课程思政兴趣。宜兴

紫砂陶以其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集实用和观赏价值为

一体，受到大众喜爱与推崇，形成了其特有的紫砂文化。在对陶

历史梳理中，不时地融入思政元素，融合精神教育于陶历史的梳理。

如明万历年间，紫砂壶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了“壶家妙手称三大”

的紫砂名家，即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时大彬带领一批紫砂工匠，

对紫砂陶的成型工艺进行了革命性变革，为后世紫砂壶的壶型发

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对这段历史讲解中，融合了以时大彬为

代表的紫砂工匠拼搏、创新的精神教育，与新时代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度契合，是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与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丰富的资源宝库，让陶历史有

滋有味，有意义更有意思，增强了学生的思政兴趣。

让学生参与讲解陶历史，激发课程思政兴趣。“尊重学生主

体的教学实践，是对高校思政课程的延伸、扩展”。在陶历史的

讲解与梳理中，分割一些历史时间，让学生自己收集陶历史的材料，

引导其融合思政元素联系实际进行讲解。比如清康熙、乾隆年间

陶瓷的发展就交给学生讲解。学生在讲解中梳理了紫砂大家陈鸣

远推动紫砂陶走向辉煌，开创了全新的艺术风貌的故事。还有乾

隆年间，陶瓷艺术出现了繁缛之风，为适应大众需求和宫廷趣味，

彩绘、描绘、泥绘、贴花、镂空等出现在紫砂上。与紫砂陶的朴素、

简约、意蕴之美相悖。紫砂名匠陈鸿寿的出现转变了这种风气，

让紫砂工艺重回自然清新的初心故事。学生在这段陶历史中认识

到紫砂壶风格的转变以及工匠大师陈鸿寿的努力，表现了古代匠

人不为世俗低头，不迎合趣味、志向不改的坚定信仰。这样的工

匠精神可感可知，生动具体，进一步增强了学生课程思政的乐趣。

陶历史的发展史是陶工艺的形成史，也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嬗

变史，更是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的传承史，其蕴含的丰富思政教

育资源，是课程思政的生动实践，也是激发学生课程学习兴趣，

进行思政教育的资源。

二、在陶理念、陶风格的讲解中追求价值引导

陶理念是指创作者在制陶过程中所运用的思想、理念，作品

完成后想要表现出来的审美理想。陶风格则指创作者在创作过程

中形成的创作风格，以及创作者自我人格在作品中的表现。陶理念、

陶风格具体表现为壶型风格以及紫砂陶的制作工艺。这一方面不

仅注重挖掘陶文化中的思政元素，激发学生兴趣，更注重在陶理念、

陶风格的讲解中进行价值引导，坚持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原则，

尊重学生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积极性，形成课程思政合力。

（一）在陶理念、陶风格的讲解中进行价值引导

融思政于陶理念，引导学生追求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职业

操守。紫砂壶，作为艺术的结晶，壶型风格蕴含着创作者的人格、

审美理想，也是作者表达情感的一种见证。紫砂泰斗顾景舟所创

作的洋桶壶：壶身笔挺，肩胛方正，壶嘴刚劲，风骨凛然。融人

格与壶格为一体。还有他的菱花线圆壶，以六瓣菱花为原型，壶

鋬用菱花的凹凸筋纹对壶盖、壶身、壶嘴、壶鋬整合，各条筋纹

紧密吻合，不失毫厘。在课堂上融入紫砂壶壶型风格讲解，用匠

人一丝不苟、不差毫厘的艺术追求融入精益求精、敬业奉献的职

业精神，引导学生在今后的职业选择以及工作中不仅要重视技能

的提升，更要注重自身人格、职业道德的修养，要树立正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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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观、职业观，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敬业更契合、

更融合。

融思政于陶风格，引导学生追求独立自主，追求卓越的自强

精神。宜兴紫砂陶在四大名陶产品中最具知名度，不仅源于他独

特的材质与丰富的色泽，更在于他炉火纯青般的成型技艺。而他

的制作技艺中就包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自明朝正德年间供春制

作的第一把树瘿壶开始，历代匠人对紫砂壶制作工艺进行不断完

善与改进，制壶工艺一直从手工捏制法发展为打泥片、围身筒和

泥片镶嵌的成型技法，并且融入了中国古代的书画、雕塑、镶嵌

等艺术，确立了一套独特的手工技艺，自成一派，创作者对紫砂

成型技艺的革新体现了工匠自主创新、独立自主的精神，用这种

精神引导学生要增强文化自信，树立自立、自强意识。

无论是紫砂泰斗顾景舟呈现出的壶型风格，还是紫砂陶的制

作工艺过程，都包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在陶文化课程思政实践中，

要在运用好思政元素基础上实现价值引导。

（二）调动学生积极性，形成课程思政合力

价值引导主体在学生，要防止课程思政过程中教师唱“独角

戏”。这就要求课程思政要与时俱进，结合实际。专业课程教师

要关注时事，了解学生思想特点和规律，做到课程思政有针对性，

要增强互动，激发学生思考能力，化社会规范为学生的行动准则。

课程思政要增强互动，激发学生主动思考。“变单向性教学

为互动性教学，这是以人为本搞好思政课课堂理论教学的内在要

求”。课程思政教育过程是教育主体与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相互

促进形成课程思政合力的过程。在陶文化进课堂进行课程思政过

程中，进行陶理念、风格讲解前，让学生首先主动查资料、思考，

积极联系自己身边故事、实际，引导学生自主发掘思政元素；课后，

引导学生进行课程思政再思考，长期坚持，学生会自觉形成课程

思政习惯，主动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思政要素结合，进而塑造自

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在陶艺品的情感体验、欣赏体验中感染人、化育人

第一方面着重培养受教育者专业课程与思政兴趣；第二方面

则立足于知识讲解中融合思政元素，实现价值引导。第三方面则

注重在课程体验中融思政于内心，实现课程与思政“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的深度融合。实现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重要方式在

于重学生体验，营造课程思政体验的宏观与微观环境。在陶文化

进课堂的课程思政实践中，重视在对陶艺品的情感体验、欣赏体

验中感染人、化育人。

（一）课程思政重体验才能融入内心

在情感体验中感染人。这一层次的课程思政不以传授知识为

目的，更加关注的是引导受教育者进行课程体验，激发受教育者

情感，在体验中进行情感的升华，内化于心，进而达到课程思政

的目的。课程思政注重受教育者的体验式、沉浸式感受，不仅有

利于受教育者对专业课程的深入理解，更能使课程思政产生润物

细无声的力量。美学大师宗白华在巴黎罗浮宫罗丹雕塑展上，被

雕塑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感动与震撼，不尽潸然泪下，情感受到很

大触发，精神得到极大提升，其人格以及作品必然得到很大的升华，

这就是一种体验式教学。受教育者把一定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

道德规范自觉地转化为自己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实现课程

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过程。

在欣赏体验中化育人。陶艺品作为一种艺术类别，在课程中

要多引导受教育者进行欣赏体验，在体验中融思政于内心。制陶

大师时大彬的作品“圆壶”“执壶”“提梁”“僧帽”“六方”“八角”，

小巧玲珑，又古朴雅拙，不务妍媚，幽静悦目；以朴雅坚致见长，

令人感到妙不可思，叹为观止。观赏者如沐春风，获得一种和风

细雨的体验，同时，心灵得到很大的冲击与提升。艺术上追求简

约质朴的感受，能够促进受教育者在人生态度与世界观上对真善

美的追求。紫砂泰斗顾景舟的云肩如意壶，端庄大气，典雅肃静，

风骨凛然。观赏者在壶中领略到顾老的人格写照，让人肃然起敬。

欣赏者的情感在观赏过程中得到跃升，人格在艺术的感染力中得

到塑造，达到了课程思政成风化人的作用。

当然，艺术品带给每个人的观感是不同的，但艺术品美的特

性决定了其真与善的底色，这是艺术品天然所具有的思政元素，

我们需要用体验来激发其中的真、善、美，增进学生对真善美的

向往，进而让思政教育入眼、入耳、入脑、入心。

（二）在体验中深度融合：课程即思政，思政即课程

营造课程思政宏观、微观环境，优化课程体验。课程与思政

的深度融合具有一定的难度，不易发掘，要着重营造课程思政的

宏观与微观环境，优化课程思政教育环境。当前，课程思政氛围

浓厚，课程思政经济、政治、文化、舆论环境不断改进与优化；

微观环境也在不断改善，宜兴作为陶文化的重要传承地，陶艺术、

陶文化元素十分丰富，具有丰富而优质的观赏资源。尤其是校园

文化十分具有特色，以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为例，陶工艺品遍

布校园，陶元素丰富，为观赏者创造了很好的观赏体验，也为课

程思政的深度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

陶文化育人可以看作是一个人工系统，他是一个有机整体，

其内部的诸要素相互影响，不可分割。课程思政的三个方面也不

是相互割裂，而是相辅相成且具有一定逻辑关系。唯有激发受教

育者思政兴趣，通过知识传授实现价值引领的作用才会更加明显。

用课程体验让思政教育与价值引领内化于心、外践于行，课程思

政的实效性就会更加显著。

四、结语

陶文化融入课堂是课程思政的生动实践，让陶瓷这个物质载

体，以可见可摸可体验的实物趣味展现给学生，让课程变得不再

刻板严肃，而是生动活泼、寓教于乐，让学生的生命体验更完善、

更完整，这与思政教育更契合、更融合。陶文化课程思政实践的

三个方面，与其他专业课程思政具有共性特征，要充分发掘各专

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打通思政课与非思政课程育人通道，展示

各个学科同向同行、同建共享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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