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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探索 
——以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龙林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广州  511300）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已成为教育的一大热点。高职院校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也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的重要载体，具有更为鲜明的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特性，在区域传统文化的传承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得天独厚的优势。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近年来坚持开展经典诵读、引进非遗进校园、开展社会公益活动，

形成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良好氛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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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主发展

中最基本、最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的文化话语权”“没

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魂，是中华民族凝聚的核

心力量所在。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

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

丰富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高职院校肩负着培养“德才兼备”应用型人才的重任，对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高职院校开展传统文化

教育，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培养民

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职院校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也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的重要载体，具有更为鲜明的未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特性，在

区域传统文化的传承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得天独厚的优势，高

职学生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和践行者，正处于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因为，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融合

中华传统文化，用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涵养，渗透与引导学生，对

于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塑造精神人格，增强文化自信有着极其重要

的意义。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是 2006 年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国家教育部备案的一所综合性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院，隶属于广

东省教育厅，是省教育厅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合格院

校。学校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坚持“以美育

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导向，取得了丰硕的

教学成果并形成了经典诵读、非遗进校园、公益践行等教育教学特

色机制。 

一、开展经典诵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强调“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

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导向，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的工作意见要求中“要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体系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有条件的职业院校要开设

经典诵读、中华礼仪、传统技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并拓

宽选修课覆盖面”。 

2013 年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珠江学院”）开展

了全校性《弟子规》、《三字经》等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活动，要求在

每周早上第一节课，集体诵读经典。 2018 年珠江学院将“国学”

纳入到公共课程教学体系，在大一开设，18 学时，1 学分。2020 年

开设了公共必修课《传统文化与职业素养》课程，36 学时，2 学分；

2019 年成立了“经典诗文吟诵”协会，通过举办读书节，诗词竞赛，

组织演讲赛，开展形式多样的经典诵读活动，让学生走进传统，传

承经典，形成了经典诵读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良好氛围。取得了如

下喜人的成绩：2018 年荣获广东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二等

奖、2018 年 12 月获第六届黄炎培职业教育优秀学校奖、2019 年 12

月获广东省校园文化建设十佳先进单位。2020 年 1 月，龙林老师主

持的《中华经典诗文吟诵与传承》获得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

学研究所重点课题立项；2020 年 8 月副校长李东教授主持的“职业

院校‘四位一体’推进中华文明礼仪教育的探讨——以广州珠江职

业技术学院为例”获得中华职业教育社、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

育研究院联合征集的“职业院校中华文明礼仪教育研究与实践”子

课题立项；2020 年 12 月教育学院院长刘本武教授主持的“学前教

师教育‘三位一体’协同培养机制建设研究”及孙菁、苏晓纯两位

老师主持的项目共三项获得广东省教育厅 2020 年度普通高校科研

项目立项。 

高职院校作为弘扬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应充分发挥广大师生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开展经典诵读，引领广大师生更

加广泛深入地感受领悟中华经典，加深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了解

和热爱，增强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

审美情趣及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二、开展非遗进校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孕

育的中华优秀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频临失

传，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已刻不容缓。非遗课程进校园是弘扬和传

承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对增强学生民

族自豪感，责任感，树立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 

学校建设有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太极教学研究中心、非遗

名师工作室。学校将太极和岭南剪纸、瑶族刺绣等非遗文化分别纳

入公共课程教学体系和学前专业专业课程体系，取得了丰硕成果，

形成了学校非遗教育的鲜明特色。 

2016 年，学校在公共必修课体育与健康中开设太极拳，将健体

与文化传承双向推进，将太极拳作为假期学生社会实践的作业，让

学生下乡手把手教太极，实行“太极下乡”、“太极进社区”，弘扬

了中华传统武术。几年来的太极教学，获得了喜人的成绩。如：2019

年 2 月参加“广府文化武林大会”获得“女子组 24 式太集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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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男子组 24 式太集拳”第一名”；2019 年 3 月，参加广东省

武术公开赛获得“太极传统短器械”第三名、“男子组太极传统短

器械银奖”；2019 年 5 月，参加广东省第十届大学生运动会获得“男

子自选太极拳第五名”，2019 年 10 月，参加首届“黄飞鸿文华杯”

武术公开赛获得“女子 D 组太极短器械”第一名、“女子 D 组 24 式

太极拳”第一名；2020 年参加广州“天武杯”武术公开赛获得“24

式太极拳”第一名等。 

太极拳作为我国民族体育的瑰宝，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产物，

是我们祖先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太极拳一直以来

都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在学校体育中开展

太极拳的教学，进行终身体育的教育，对弘扬民族文化是件非常有

意义的事。 

学校于 2017 年在学前教育专业开设了岭南剪纸、瑶族刺绣等

非遗专业课程。 主要做法有：一是聘请非遗传承教师进校授课。

一个专业的非遗指导老师，不仅仅可以系统地将技法和相关理论知

识教给学生，更能够将非遗艺术背后所蕴含的深厚的中华文化传授

给学生。引进了瑶绣的授课教师为邓小珍老师，她是乳源必背镇"

瑶家刺绣"坊主，13 岁开始学习以"反面刺绣"著称的乳源瑶绣，拥

有二十九余年刺绣经验。引进了全国非遗进校园先进传承人、中国

文化部银剪子奖得主、文化部剪纸全国现场赛优秀奖得主、何氏剪

纸第六代传人何丹凤老师为剪纸教师。二是发挥社会实践作用，积

极“走出去”。2020 年 11 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和专业教师在增城

区第一幼儿园、风塔幼儿园、清华幼儿园、荔湖第一幼儿园及小天

才幼儿园开展了“剪纸传情”送教活动。以增城区幼儿园为现场，

以学前教育专业社会服务工作为重点，紧紧围绕《幼儿教育指导纲

要》的精神，使幼儿了解剪纸的艺术美，发扬了非遗传统艺术，传

承了民族文化经典。组织了纸艺协会走向社会，向各社区百姓传播

剪纸文化。促进了剪纸文化的传播，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物质文化生

活，也是对学校非遗文化的展览。三是参加非遗竞赛，锻炼提高技

能。2019 年 11 月 19 日，学校组织参加首届“黄炎培杯”中华职业

教育非遗创新大赛，获得了最佳组织奖，何丹凤老师的作品《中国

梦——舞火狗》获得了三等奖，邓思思和陈清、陈薇字获得了优秀

奖；2020 年 11 月 17 日，在第二届“黄炎培杯”中华职业教育非遗

创新大赛中再获佳绩：教育学院选送何丹凤老师的剪纸作品《花好

月圆》、学生冯丹萍、邓思思的剪纸作品《大吉祥》和学生成紫欣、

唐小英的刺绣作品《大莲花形纹》获得三等奖，邓小珍老师的刺绣

作品《万物和谐》获优秀奖。学校不断总结非遗教育成果，积极参

与“云上非遗”数字展览馆建设，推动非遗传承与创新、传播与交

流。 

“文化自信是国家、民族的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

力量”将非遗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教育，能让学生近距离接触民族文

化，亲身体会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培养学生文化自信，树立

民族自豪感，是实现文化育人的重要方式。 

三、开展社会公益活动，践行传统文化 

“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师生的社会

实践相结合，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接触、体验和践行传统文化精髓，

培养他们的仁爱之心、团队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坚定其理想和信念，

发挥社会实践的养成作用。带领学生走出校园、走近社会，组织学

生开展传统文化方面的参观考察、实地调研、青年志愿者活动等社

会实践活动，使学生通过具体生动的事实和形象，直接接触、了解

社会，认识世情、国情，在实践中找到自己的价值，确立奋斗目标

和人生理想，让其在真实可感的环境中，受到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

感染和熏陶。 

1.颐养院中践行孝亲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

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

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

点。” 

学校组建了“珠江爱心公益”团队，每周五组分批次组织学生

们在增城区颐养院践行孝亲文化。陪伴年长的爷爷奶奶们聊天，听

爷爷奶奶讲述过去的故事。中医药学院的学生们用所学习的中医推

拿，针灸，艾灸等传统医学，承担了颐养院中风瘫痪老人的推拿和

按摩工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学校的第

二课堂教学实践中，给了学生孝心的传递，他们便会将这种美好的

品德带去自己的家庭中，对待自己的父母、亲人便有了孝顺之心。 

2.雨花斋学习中华礼文化 

雨花斋是每天为社会免费自助午餐的公益机构，学校从 2016

年 12 月开始，每周六分批次组织学生来这里做义工。雨花斋会组

织义工们先学习传统文化，用至诚之心礼拜华夏先师“孔子圣贤”，

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

立志格言中开启一天的义工活动。 

学生们在雨花斋学到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雨花斋会将洗

碗、洗菜、洗手的废水用桶积蓄起来用来冲厕所。“光盘行动”，吃

饭时“龙含珠，凤点头”的传统礼仪，“重拾手帕”文化，对待每

个人心存感恩。在雨花斋做过公益的学生，行走在校道里，会主动

的和师长问好，行 90 度鞠躬的师生礼；在饭堂吃饭，会全部光盘，

不浪费；在课堂上，也懂得了尊重老师，会提前到课堂给老师整理

讲台，通风，他们学会了感恩。受过传统文化熏习的学生，总是温

润如玉，气质、素养都非同一般，“不学礼，无以立”。 

《礼记.学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开宗明义指出教育

的重要性。古圣先贤的智慧和血汗，交织成华夏五千年的文化，代

代传承，展现出泱泱国风。任何文化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

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通过传承中国文化，弘

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唤醒学生内在具足的明德和良善，实

现中国梦。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思维方式、价

值观念和思想精髓，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永恒的价值，值

得我们弘扬和传承。高职院校要深入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引进

非遗文化进校园进行传承，强化教育协同机制，多种方式发挥文化

志愿者的重要作用，形成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局面。

从而增强师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豪感，使师生以正确的价值观念

和思维方式为行动指南，自觉把个人追求与学校发展、社会进步、

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人才培养、教师幸福、学校自身发展

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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