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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酒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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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0）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深刻影响着中华

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

文章以传统酒文化为例，充分挖掘传统酒文化丰富的价值内涵，

分析传统酒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探讨传统酒文

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为传统文化育人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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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蕴藏丰富的育人价值。传统酒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优秀魁宝。酒事千年，酒香万代。传统酒

文化是社会文明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渗透在人类生活和文化的方

方面面。中国酒文化包罗万象且折射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高校应充分挖掘传统酒文化的价值蕴含，准确把握传统酒文化和

思政教育的契合点，将其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传统酒文

化育人的探索和创新，丰富文化育人的手段和渠道，为更好地践

行文化育人实践提供参考。

一、传统酒文化的价值内涵

中国酒文化是伴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同步形成和发展的，

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世代的劳动成就，是围绕着酒这一中心所

产生而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技艺的、精神的、习俗的、心理的、

行为的现象的总和，中华民族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情怀

和人文精神等都蕴含在其中，不断改变且影响着中国人的思考和

行为方式。

（一）酒道

中华酒道是东方中国千年历史文化和酒文化沉淀的表现，是

中国哲学美学长期侵润的结果。饮酒论道，其本质在于品酒论文

化，不同种人格品性及文化修养的人在其饮酒过程中所产生的酒

道形式必然也是不尽相同的。如果说茶道起源于中国，发展于日

本，那么无论从源头和现实来看，酒道就是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的重要缩影。人们通过酒与品酒去感悟酒道的核心理念，从

而实现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此外，品酒之人通过感悟酒道，体

味中国儒家文化“中庸和谐”之道，真正理解“天人合一”的意蕴，

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酒礼

从中国古代酒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

政治经济的发展，酒文化也在不断演变为伦理思想的重要承载，

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酒与“礼”的密切关系中。在中国古代，“礼”

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酒以成礼”“用礼乐而饮之”，

中国传统酒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特征，便是把饮酒行为纳入

“礼”的范畴。“酒礼”所承载的传统礼义内涵十分深远，饮酒

行为中的传统礼仪如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以及各种不同场合的礼

仪规范都体现在其中。

（三）酿酒人精神

酒有大道，酿无止境。纵观历史，传统白酒酿造不仅是技艺

的传承与发扬，更是工匠精神的集中体现。酿酒是个非常复杂的

系统工程，其质量管理体系及其严格甚至可以说苛刻，看似难以

理解的严苛要求，其实已经融入到每一个酿酒人的血液中。酿酒

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不断锤炼以及不断打磨提升，将每一道

经过自己手的工艺做到极致。每一位酿酒人，可以当之无愧地称

为拥有匠心之人，他们对古老技艺的的传承和坚守，对酿酒技术

的专研与执着以及对酿酒流程的精益求精就是我们现代所提倡的

工匠精神。

二、传统酒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积极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加

以创新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因此，充分挖掘传统酒文化

的价值底蕴，丰富其资源内容，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

也是践行传统文化育人的具体实践。而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和建设者的青年一代，尤其是大学生理应扛起传统酒文化自信的

大旗，增强文化自觉意识，树立文化自信，让传统酒文化化身为

文明的使者活跃在世界舞台之上，文化之巅。

（一）有利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底蕴与脊梁，而教育的意义在于对文化

的传承与发扬，文化的传承又与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作为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载体之一，

其在大学生的文化传承、文化自觉形成以及文化自信提高等方

面作用显著。在高校开展传统酒文化相关内容教育，将其融入

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中去，能够丰富大学

生对传统文化内容的了解，拓宽其认知的广度、加深其理解的

深度。从而有利于激发并提高大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兴趣，从而进一步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发

挥文化自信。

（二）有利于强化文化认同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由于思想的不稳定性，很容易受到

外来文化的侵蚀，缺乏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影响对国家和民族认同。

我国酒文化蕴藏着丰富的人文教育价值，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

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等，显示了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注重对其价值沉淀、道德修养、品格提升，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价

值所在，其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大学生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在高校

开展传统酒文化教育，能够强化学生对传统酒文化起源、形成和

发展历史的认识和了解，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提升民

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做社会主义合格

建设中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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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开展传统酒文化教育的实现路径

传统酒文化历史底蕴深厚，思想政治价值丰富，但由于酒文

化传承与引领的缺失以及酒的两面性，众人对酒文化存在误解与

偏见，导致酒文化自信严重缺失，使得传统酒文化教育资源的开

发和运用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没能发挥出它丰富的教育价值。

结合社会的发展形势、学校思政教育的实际情况以及学生的思想

变化动态，与时俱进，加快传统酒文化的融入，在新时代下，如

何将传统酒文化深刻价值内涵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融合，

亟需进一步开发研究。

（一）将传统酒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课中

相较于其他课程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更多的是系统的笼统

的理论知识，比较缺乏针对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亟待创新。

中华传统酒文化拥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包含物质形态酒文化、精

神形态酒文化、行为形态酒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具体涉及酿酒

工艺所蕴含的智慧；社会习俗、伦理道德、民风民情等精神借鉴；

贯穿于政治、经济、艺术、生活、习惯等各种行为方式；名酒企

业探索奋斗的精神以及企业文化价值理念；酿酒人的劳模、工匠

精神等，都是新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丰富的精神养料。我

们可以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在当前建设文化

强国的背景下，挖掘有担当的、有责任的中国名酒企业案例，加

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挖掘酿酒人“本分做人、诚实做事”

的先进典型，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源泉，砥砺学生学

习与践行“做真人”的为民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政治观念。将

这些融合时代发展的教育内容融入到高校思政课中，能改变大学

生对于传统思政课乏味、枯燥的刻板印象，增强其学习兴趣和积

极性，提高教学成效，进而达到教育目的。

（二）丰富传统酒文化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

传统酒文化在高校的传播需牢牢把握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

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建设中，可开设传统酒文化等内容选修课，

并在教学过程中创新教学方式方法，通过语言讲述、媒体播放、

专家论谈、与学生同堂现场运作等方式增强课堂的吸引力。同时，

将理念与实践相结合，创办如酒艺鉴赏、酒具使用、诗词书画作

品欣赏、酒诗词朗诵吟唱、行酒令酒、酒礼和民族礼仪规则讲诉

等传承酒文化的相关特色课程并投入教学实践中，并在实践过程

中对教学效果进行跟踪调查，根据教学反馈资料，不断改进教学

方法，拓宽教学渠道，实施新方案。结合新时代下学生的思想特

点，通过整理归纳与酒相关的诗、词、曲、民间故事、历史传说等，

分门别类构建传统酒文化相关诗文故事体系。通过搜集诗文故事

构建“第二课堂”进行传统酒文化教育，引导学生离开现实中的酒，

在诗海文苑中徜徉，让学生感受蕴含在酒中的传统人文情怀和文

人情怀。

（三）创新以校内外学习活动为基础的实践活动

挖掘传统酒文化的价值蕴含和教育资源，可以通过创新以校

内外学习和实践活动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教育大学生，实现教育

目标。第一，开展传统酒文化传承基地建设。《教育部关于开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的通知》指出，开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要深入各高校，不断将其融入进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不断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底蕴与价值内涵。各学

校应积极响应号召，开展传统酒文化基地建设，探索构建传统酒

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激发传统酒文化的生机和活力。第二，加强

校企合作，建设实践基地。地方名酒企业，其多年的白酒传承、

高超的酿酒技艺、浓厚的酒文化成为校企合作的首选。除校企合

作之外，与其他高等学府合作开展传统酒文化教育业十分重要，

部分高校在其王牌酿酒专业的建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优秀的相

关教师、教学、图书资源，这些都是得天独厚的资源。第三，组

织开展传统酒文化主题活动周。高校可以举办中华传统文化酒文

化节、古代酒礼培训、中国传统酒器展览、中华传统饮酒游戏（曲

水流觞、酒令、投壶射覆）、古法酿酒工艺体验、酒诗词画鉴赏、

酿酒基地参观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去感受传统酒文化的魅力，

体会传统酒文化的深厚意蕴。

四、结语

高校开展传统酒文化教育，挖掘传统酒文化所蕴含的优秀思

想理念、传统美德、道德规范、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等价值内涵，

并将其动态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理念、行为规范、道德观念、

价值判断等教育中去，是践行文化育人的具体实践，有利于传承

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增强文化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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