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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文化走进通识教育选修课之教学探索实践

——以《纳米材料与纳米科技》课程为例

岳星星　王发杰　杨 超　房国栋　林国红 *

青岛大学　山东青岛　266000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世界多元化的环境冲击下，青年大学生对于

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的认知与传承逐渐淡漠甚至出现背离。为弘扬社会主义文化主旋律，本文以《纳米材料与纳米科技》

课程为例，将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引入高校通识教育选修课，将课程专业知识与节日的起源、习俗、内涵相结合，提升

青年大学生对中国优秀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激发爱国情怀，探索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在通识教育选修课程教学中的具

体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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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介绍

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表达形

式之一，蕴含着诸如热爱生命、追求幸福、尊老爱幼、敬

祖孝先、弘扬正义、团结和睦的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

族精神的写照与民族情感的凝结 [1]。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传

统节日也经历了曲折的变迁发展，同时衍生出了更加丰富

的文化内涵 [2]。

当代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在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过程中，大力挖掘中华优秀文化节日内涵，

有效运用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教育

资源、理念信仰教育资源、道德素质教育资源等，从多个

方面和维度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实现在

文化自信提升工作中，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节日德育功

能，这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文化主旋律、重塑青年思想形态、

正确价值导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3-[4]5]。

大量的研究表明，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迅速发展，

世界文化交流激烈，伴随着社会和家庭对传统节日的淡漠、

部分思政教育脱离实际、西方节日的入侵和炒作，部分带

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西方节日，因猎奇、热闹等特点强烈吸

引了青年大学生的关注，其发展蔓延不仅影响大学生的价

值取向，更影响着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态度 [6 ,7]。

随着互联网时代发展，刻板的政治说教引起大学生的

思想共鸣力量在不断减弱，甚至可能引发抵触情绪，极易

造成走形式搞过场等应付行为，这均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

节日文化的宣传和红色青年的教育 [8]。在新时代环境下，高

校思政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信息传播的全球

化、碎片化、多元化，改变了高效思政教育的传统模式 [9]。

近几年，据某大学对 1350 余份大学生的有效调查问卷

结果分析，将近 23% 的大学生反馈不太了解甚至不了解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图 1(a) 所示。而对于相关的活动，超

60% 的大学生反馈较少参加甚至是不参加 , 如图 1(b) 所示。

更令人震惊的结果显示，有近 40% 的大学生反馈对中国传

统节日不感兴趣 , 如图 1(c) 所示。

图 1  调研结果数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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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西安某高校对全体在校生进行调研，发现关

于“在大学里参加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对你有影响吗”

这一问题，超过一半的同学反馈“觉得没有影响”；如果

让其在圣诞节等西方节日和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中选择，

超 60% 的大学生选择放弃春节，庆祝起了圣诞节 [11]。说明

已经有大部分青年学生对于自身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内

涵的认知较少，出现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较弱、自觉意识

不强、多数学生很难与传统节日文化发生共情的现状。

2. 情况分析

青年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是文化的传承者、实践者和

创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12]。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

个主渠道”，“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同向而行，形

成协同效应”[13]。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教师要紧跟

时代步伐，担当起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这也是教师的光荣

使命。鉴于此，我们首次尝试将清明节引入到本科通识教

育教学选修课《纳米材料与纳米科技》的课堂上。利用清

明节前的堂课机会和同学们一起进行了清明节的来源、习

俗的分享和讨论，让同学们在临近节日前感受中国丰富的

传统节日文化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对传统节日文化的

感情，坚定文化自信。

3. 教学路径探索

关于清明节这个传统节日，课堂使用 30-40 分钟的时

间主要采用问答、分享、PPT 展示、观看视屏和有奖知识

回答的方式来进行。具体流程设计如图 2 所示。

教师采用精
美PPT讲解清
明节的来源

学生讨论和
分享各地清
明节的习俗

教师视频展
示民间大型
祭祖活动

教师将专业知识
与清明文化相结
合进行有奖回答

教师提醒学生美
好生活来之不易
不忘先烈功勋

图 2  教学流程设计

设计想法及具体操作如下：

3.1 师讲解清明节的来源

传承优秀文化精神，只有了解其来源，才能深入理解

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内涵 , 进而推动发展和创新。本环

节授课教师通过精美 PPT 讲述重耳和介子推的故事，介绍

清明节来源。

3.2 享清明节的习俗

刻板的思政教学引发共鸣的力量在逐渐减弱，游戏带

动法可为学生提供较强的参与度，寓教于乐。该环节教师

可准备游戏道具（如中国地图磁力拼图），邀请每位同学

放置特定省市地图板块时，分享对应的清明节习俗，带动

学生主动求知、专注思考和愉快接受。在全班师生的团结

协作过程中，各地域习俗分享和国家地图逐渐完整，在无

形中加强学生的国家凝聚力。具体规则如图 3 所示。

图 3  分享规则

分享是一个回忆、总结和思考的过程。教师要求每一

位同学必须参加这个活动，一方面给与每一位学生在公共

场合分享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考察学生对清明节的了解

程度及思考。

3.3 展示祭祖文化

清明节的祭祖活动具有丰富的历史人文和价值信息。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清明节不光意味着对祖先进行祭

拜和表达思念之情，更是连接与认同的文化纽带。教师提

前搜索一些典型的祭祖活动视屏，现场播放，以此加深学

生对炎黄子孙觅根供源、省墓祭祖的文化传统。

3.4 识回答环节

教师将纳米材料与纳米科技相关的知识和清明节相结

合设计了两个大类问题， 每个大类问题下设计了几个相关

的备用小问题，教师可以根据同学们对大类问题的回答情

况再引出小问题的提问。

第一大类问题设计具体如图 4 所示。

自然界中有什

么疏水材料
描述荷叶表

面的结构

如何对表面进

行疏油处理

根据学生的具体回
答引出更多与纳米
材料和纳米科技相
关的问题

案例描述：每当提起清明，我们都不由得想起
一首脍炙人口的诗：

清明 
杜牧·唐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问题1：杜牧为什么着急买酒喝？

问题2：以纳米材料角度思考如何才能使衣衫不沾
水，如何让衣衫更保暖。

图 4  第一个问题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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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类问题设计具体如图 5 所示。

清明有个重要的活动就是祭
祀，祭祀需要用到各种各样
的祭祀用品，哪些祭祀用品

可以用到纳米科技？

祭祀时要烧纸，容易造成
山火隐患。如何解决这个
问题？除了提倡文明祭祀
以外，以纳米材料的角度
思考，还可以采用新兴材
料解决这个问题？

光降解材料的降
解机理是什么

纳米阻燃材料的
阻燃机理是什么

根据学生的具体回
答引出更多与纳米
材料和纳米科技相
关的问题

图 5  第二个问题设计

在这个环节中，老师提问，邀请举手的同学都对问题

进行回答，并给与物质奖励，对于学生的回答，老师要进

行评价和进一步的讲解。为了鼓励同学们踊跃表达自己的

观点，同一个问题，所有举手的同学都给与机会表达和物

质奖励。

3.5 主题环节

有奖知识回答环节结束后，教师向学生强调清明节这

天除了各种活动和祭祖，也要懂得华蜜生活来之不易，不

忘先烈功勋。作为青年人，也要努力发奋图强，为国家争光。

4. 结束语

中华传统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

形态。节日只有在实践中体验，才能传承下去。作为高校

教师，我们是学生的教育者，应勇当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守

者和传承者，将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防止不良文化的敌

意入侵。

就本次将清明节引入通识教育选修课——《纳米材料

与纳米科技》的情况来看，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具有巨大的

吸引力，需教师细心引导。因此，在不影响课程进度的前

提下，利用好放假前的课堂，在课堂上采取合适的方式弘

扬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文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参考文献：

[1] 王文章 , 李荣启 . 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J]. 艺术

百家 ,2012,28(03):5-10.

[2] 刘明 , 刘丹航 , 郭世杰 . 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教育融

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与方法 [J]. 民族教育研

究 ,2023,34(05):151-158.

[3] 郭园园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课

路径探析 [J].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 ,2023,(07):82-84.

[4] 于洋 .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对大学生德育的功能及对

策探析 [J]. 信阳农林学院学报 ,2015,25(02):20-23.

[5] 冯海晶 , 迟海波 .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中的价值 [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20,39(07):6-8.

[6] 王佳佳 . 多元消极社会思潮对大学生国家意识形成

与发展的影响研究 [D]. 南昌大学 ,2023.

[7] 王状 . 中华传统节日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研究 [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23,25(04):411-

415.

[8] 李鑫 .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研究 [D]. 山东大

学 ,2023.

[9] 罗盈盈 .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政教育创新发展路径

研究 [J]. 传播与版权 ,2024,(06):93-95.

[10] 梁志玲 . 新时代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培育

研究 [D]. 广西师范大学 ,2023.

[11] 段思含 .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问题及对策研究 [D]. 陕西科技大学 ,2024.

[12] 张小平 . 论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

的新发展 [J]. 学术论坛 , 2017,40(2):8.

[13] 习近平 .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6-12-09.

作者简介：

岳星星（1990—），女，青岛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数值模拟；获批国

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和山东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通信作者：林国红（1991—），女，青岛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

2023 ，青岛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学——科

研——实践”三位一体助力科研能力提升——《功能复合

材料》案例教学研究，RC2300004687，负责人：杨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