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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壮族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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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高校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环境，思政教育方式亟

需转变。同时，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导致壮族一些传统文化面

临消亡。本文从英雄事迹、农耕文化、节庆游戏、山歌歌词、

地名渊源等角度入手，发掘符合现代思政教育理念的资源，实

现提高大学生思政教育有效性和保护壮族传统文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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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继承传统文化的主力军，也是思政教育的接受者。

正确地与思政教育融合，将是保护传统文化的有效手段。习近

平主席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思政教育功能，他在全国学校思政

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要以思政课滋养青少年的拔节孕穗期，

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他还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

精神命脉。

壮族人民创造了无数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的思

想道德、价值取向等，与思政教育的手段和目标存在高度关联

性。思政教育融入壮族传统文化，既有利于推动思政教育创新、

增强思政教育实效，又有利于壮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在热爱祖

国、吃苦耐劳等构成的壮族文化体系中，包含诸多可发掘的、

符合思政教育理念的科学元素。现以下几点予以阐述：

一、 英雄事迹有助爱国主义教育

当前，一些大学生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时，所学内容和现

实生活有距离，导致学习效果不佳，将理论与身边事例结合无

疑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策略。历史上每逢外敌入侵，壮族人

民都会奋起反抗，留下了无数动人的爱国故事，例如在壮族人

民中广为流传的侬氏父子和瓦氏夫人的事迹。

北宋年间，交趾趁辽国侵扰时立国，侵占广源州等地。统

治者担心“南疆生衅”，竟默认了此行径。壮族先民首领侬存

福奋起反抗，不幸被敌人诱杀。其年仅 14 岁的儿子侬智高在

宗族势力的帮助下，继续与交趾斗争； 明朝中叶，年迈的瓦

氏夫人主动抗倭，她率狼兵不远千里参战。在战场上，她“舞

戟如飞，倭寇畏之”，最终取得王江径大捷，明军也“始有生

气”。此外，19 世纪末，在刘永福、冯子材的带领下，壮族

人民和其他民族一道，在反击外来侵略的战斗中表现了崇高的

民族气节，有力保卫了南疆的稳定。

二、农耕文化有助民族团结教育

民族差异的存在，势必对大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产生影响。

引导他们了解差异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找出共性，将对民族团

结教育起到推动作用。千百年来，壮族和其他民族一直和睦相

处，是因为他们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化。

耕种庄稼需经诸多工序，对社会的安定有较高要求。此外，

为适应广西的生产条件，南迁的汉人向壮族人学习水稻种植法。

汉人带来的先进农具，也是壮族人民学习的对象。对先进经验

的学习，促使民族不断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了壮族包容、宽

厚的民族性格。

除壮族和汉族，广西境内的仫佬、瑶、侗、苗等族也多以

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这对各民族高度融洽的关系产生了强大

推力。在对进行民族团结教育时，可适当引入壮族农业生产中

的谚语、习俗，并与其他民族的农耕文化对比，将会使学生进

一步了解这些民族的相似性、提升民族团结意识。

三、节庆游戏有助集体主义教育

一些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集体观念淡薄。在思政教育中，

适当引入壮族传统游戏，将有效提高大学生的集体意识。壮族

人民通过各种节日表达对未来的期望、对祖先的崇敬、对自然

的敬畏等心理，由此产生了很多特色鲜明的节庆游戏，抢花炮

和板鞋就是最有代表性的集体项目。

“花炮”是一枚缠绕花布的铁环，比赛通常由两支队伍参

与，每队上场八到十人。裁判用炮仗将铁环送上半空，落地后

两队拼抢，把铁环投进对手花篮积一分，对手则用拉拽、围堵

等方式阻拦并抢夺铁环，规定时间里得分多为胜；板鞋传源于

明朝，当时朝廷命广西派兵抗倭，那地州派了三百人，先由土

司罗武杰对这他们进行训练。罗武杰下令每三人为一队，再把

双脚用两块长木板夹住以使步伐一致。经过严格训练后，这支

战法独特的队伍为抗倭立下许多功劳。这种训练方法流传到民

间，演变为板鞋游戏。传统的抢花炮、板鞋等游戏，今天依然

培养着壮族人民团结拼搏的集体主义精神。

四、壮族山歌有助思想道德教育

思想道德覆盖面极广，很难找到全面有效的载体对大学生

进行教育。在壮族传统文化中，山歌是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形式，

对壮族人民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等起到了提升作用。在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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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方面，其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有助树立正确人生观

山歌歌词来自现实，是对人生经验的总结，传达的道理对

人生观的树立有积极作用。如“读书全在少年，六十岁眼也花；

月天时黄桑叶，有哪个去采它”，教育人们要趁年轻努力奋斗，

免得老年后悔莫及；“教仔教孙要节省，勤俭节省水长流；教

仔教孙学礼仪，有礼有仪他人敬”，则教育人们养成勤俭节约、

有礼貌的习惯。

（二）有助培养社会公德

随着人们的交往逐渐频繁，社会公德在维持秩序、保障和

谐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壮族山歌中有很多可用于社会公德教

育的歌词，如“树高自有鸟来落，讲究公德亲朋多”“一生来

世间，安分走正道”“损害别人终害己，不义之财水推沙”等，

告诫人们遵守正直、诚信等社会公德。

（三）有助培养感恩之心

感恩父母师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壮族人民的优

良传统。很多大学生过度自我，缺乏感恩之心，可以用山歌中

包含的感恩思想进行教育。如“父母恩德重于山，知恩报恩不

忘本；师恩母恩不可分，都是爱我一样深”“莫忘父母恩，辛

苦养成人。如今能自立，当孝敬双亲”等，就是在教育人们对

父母师长心怀感恩。

作为壮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山歌在壮族历史发展、生产生

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有很强包容精神，反映的内容也极其

丰富。除上述功能外，它还可用在法制教育、生态教育、家庭

美德教育等方面。

五、地名文化有助文化自信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由于经济落后等原因，很多

广西大学生在接触高等教育和其他文化后，对本土文化不自信。

本部分以地名为切入点，帮助大学生增强文化自信。

广西有许多叫“那 X”“岜 X”的地名，壮语里“那”是

“田”，“岜”是“山”，很多大学生认为它们没有文化气息。

事实并非如此。壮族是最早从事稻作的民族，并形成了“那文

化”体系。《水稻全基因组遗传变异图谱的构建及驯化起源》

指出，广西地区一万多年前就有了驯化野生稻的活动，这对人

类文明的发展意义重大。2015 年隆安“那文化”系统被列为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宁明、大新等地，已发现 183 处、

200 多公里的岩画。它们由壮族先民骆越人绘于战国至东汉，

其中最壮观的地段是耀达村“岜莱”（壮语“花山”）。2017

年花山岩画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中国岩画世遗项目空

白。

此外，余杭、无锡、姑苏等地名，都与古老的壮侗语族有

密切关系。

看似文化气息薄弱的壮语地名，却蕴含着历史、语言、地

理等科学内容，对其由来和内涵有准确的了解，将对大学生提

升本土文化自信起到重要作用。

六、结语

总之，壮族传统文化有与社会发展适应的部分，又有保守、

迷信等思想，对其中的思政教育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时，需要教

育工作者以是否符合时代、是否利于育人、是否有助民族团结

等标准予以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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