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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优秀传统文化探索与思政课创新融合实践

何莉琼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云南安宁　650300

摘　要：云南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以其多样性、乡土性、包容性和亲和性著称。探讨云南优秀传

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灿烂文明历史及多样民族艺术，并创新性地探讨将这些文化精髓融入思政课程的策略与实践，激

发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与认同感，同时提升其文化素养与综合素质，以期为思政课教学提供新视角和资源。这一实践

不仅丰富了思政课程的内容与形式，也为传承与发展云南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新路径，为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与时代责

任感的新时代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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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南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成逻辑

云南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成来源是多元且复杂的，它融

合了多个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元素，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具体来说，云南优秀传统文化的来

源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史前文化的积淀。云南拥有悠久的史前文化历史，

如元谋人遗址的发现，证明了云南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

之一。这些史前文化的积淀为云南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古代文明的贡献。在云南的历史长

河中，古滇文化、爨文化等古代文明为云南优秀传统文化

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古代文明在政治、经济、文

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成

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云

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拥有 26 个民族。在长期的历

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多元

一体的文化格局。这种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不仅丰富了云南

文化的内涵，也促进了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四是中原文化

的影响。自秦汉以来，中原文化逐渐传入云南，对云南文

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原文化的儒家思想、汉字书写、

农耕技术等在云南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促进了云南文化

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云南文化也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髓，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五是宗教文化的渗透。云南

地区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

基督教等。这些宗教文化在云南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与

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景观。宗

教文化的渗透不仅丰富了云南文化的内涵，也促进了文化

的多元发展。六是自然环境的塑造。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

和气候条件对云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云

南地势复杂多样，山川壮丽，气候宜人，这为云南人民提

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生存条件。在长期与自然环

境的互动中，云南人民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审美

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文化特征。

云南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成来源是多元且复杂的，它融

合了史前文化的积淀、古代文明的贡献、多民族文化的交融、

中原文化的影响、宗教文化的渗透以及自然环境的塑造等

多个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共同构

成了云南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所在。

2.	云南优秀传统文化的多维度解析

2.1 核心思想理念：灵魂所在

云南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是其灵魂所在。

这些理念涉及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等多个层面，体现

了云南各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如崇尚礼仪、尊

老敬贤，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团结和睦、助人为乐，

倡导民族团结和社会互助；惩恶扬善、保家卫国，弘扬正

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勤劳勇敢、自强自立，鼓励人们通过

辛勤劳动实现自我价值。这些理念构筑了云南文明的精神

底色，成为引领人们前行的精神灯塔。

2.2 灿烂文明历史：血脉传承

云南的灿烂文明历史，是其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传承。

从史前时期的元谋人文化，到青铜时代的古滇文化、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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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文化，云南的文化脉络清晰且

绵延不断。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不仅见证了云南各民族的智

慧和创造力，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借鉴。

2.3 多样民族艺术：生动载体

云南的多样民族艺术，是其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

这些艺术形式包括民族服饰、手工艺品、建筑艺术、语言

艺术等，它们以鲜活生动的方式呈现了云南各民族的文化

特色和精神风貌。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傣族的泼水节、

彝族的火把节等，都是云南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

3.	云南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

3.1 崇尚礼仪，尊老敬贤

云南各民族素来将礼仪文化视为瑰宝，在长期的生活

实践中，逐渐孕育出生产、生活、人生、宗教等多方面的

礼仪体系。这些礼仪活动的举行，旨在调节人际关系，营

造和谐氛围，追求生活的幸福安康，寄托对美好未来的无

限向往。在人际交往中，各民族严格遵守礼节行为和道德

规范，晚辈对长辈更是满怀敬重。云南的众多民族均拥有

独树一帜的礼仪文化，这些礼仪不仅渗透于日常生活，更

贯穿于各类重要仪式和节日庆典之中。尊老敬贤作为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云南文化中得到了充分彰显。云南各

民族均传承着尊老敬老的传统习俗，这些习俗不仅彰显了

对老年人的深切尊重和关爱，更传递出浓厚的家庭伦理和

社会道德观念。敬老在云南各民族的伦理观念中占据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餐桌礼仪，均有所体

现。哈尼族将老人节视为重要节日，大理白族则尊崇贤者，

佤族过年时举办“敬老宴”，壮族在“老人节”进行祭祀，

这些习俗无不凸显出云南文化中尊老敬贤的深厚底蕴。云

南文化中的崇尚礼仪和尊老敬贤，无疑是其独特魅力的重

要源泉，这些传统习俗不仅丰富了云南的文化底蕴，更为

社会的和谐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当下这个日新月异的

时代，我们更应珍视并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让它们

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3.2 团结和睦，助人为乐

在云南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团结和睦不仅体现在各民

族间的和睦共处、团结协作，更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云南各民族深知团结和睦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战胜困难、

走向繁荣的关键所在。这一理念在诸多云南神话和谚语中

均有深刻体现。彝族神话史诗《梅葛》便描绘了不同民族

亲如兄弟的场景，生动展现了云南民族崇尚团结的价值取

向。时至今日，云南各民族依然和睦共处于这片滋养着各

族儿女的红土地，这种民族团结和睦的局面备受社会赞誉。

在一些民族的谚语、饮食习俗和节日活动中，均流露出对

团结的珍视，彰显了团结一致的精神。例如，白族谚语“有

酒同饮更香浓，有话直说更亲近”，彝族谚语“孤砖难砌墙，

独蔗难熬糖”，哈尼族的“苦扎扎”节日期间，大家共赴

团结宴，同饮幸福酒；拉祜族的“托塔”节，家家户户携

美食共聚广场，共享团结饭，这些无不彰显着团结友好的

氛围。这些节日期间的群体性活动，不仅促进了人际交往，

还有效缓和了矛盾。这种思想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增强民

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是云南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

3.3 惩恶扬善，保家卫国

在云南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惩恶扬善、保家卫国的精

神理念深深植根于民间，体现在诸多方面。云南的民间故

事中，英雄人物惩恶扬善、保护家园的传说比比皆是。这

些故事以生动的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传递出正义终将

战胜邪恶、善良与勇敢值得颂扬的价值观。诸如一些地方

传说中的英雄，他们或勇斗恶霸，为民除害；或率领乡亲

抵御外敌，保卫家园，这些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云南人

秉持正义，勇于担当。云南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各民族的

宗教信仰和习俗中也蕴含着惩恶扬善、保家卫国的精神。

同时，许多民族在节日庆典或日常生活中，也会通过歌舞、

戏曲等形式，讲述英雄事迹，弘扬正义精神。此外，云南

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见证了云南人民在历史长河

中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古城墙、古战场遗址等，不仅是

历史的见证，更是云南人民不屈不挠、勇于抗争精神的象征。

云南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族歌舞、传统手工艺等，

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其中不乏关于惩恶

扬善、保家卫国的主题。尽管云南各民族历史文化各异，

生存环境有别，但当面对敌人时，总能团结一致，共同御敌，

展现出“多元一体”的内聚力量和爱国精神。云南优秀传

统文化所蕴含的惩恶扬善、保家卫国的精神，不仅是云南

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3.4 勤劳勇敢，自强自立

勤劳勇敢、自强自立的精神，是云南优秀传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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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精神在云南各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得以

传承和发扬，铸就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云南地理环境

复杂多变，山区广布，农业生产条件颇为艰苦。然而，云

南人民凭借勤劳的双手和非凡的智慧，在山坡上开辟出层

层梯田，从山脚至山顶，依据山势修堤筑埂，因地制宜，

坡缓则开大田，坡陡则垦小田，甚至在沟边坎下石缝间也

开垦出田地。这种勤劳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上，更

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手工艺制作、商业经营等领域。

面对自然灾害、外来侵略等挑战，云南人民展现出勇敢无

畏的精神风貌。他们敢于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保卫家园；

在革命战争年代，更是积极投身保家卫国的斗争，涌现出

无数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云南民族传统服饰精湛的做工、

高超的技艺，正是劳动人民勤劳能干的生动写照。在艰苦

的环境中，云南人民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努力学习、

提升自我。他们通过勤奋工作、勇于创新来实现自我价值

和社会价值，为家庭和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在云南各民族

看来，勤劳是做人的重要品质，这与中华民族的勤劳美德

高度契合。云南一些民族中流传着迁徙史诗，记载着祖先

从遥远高山迁徙的历史。在迁徙过程中，他们学会了狩猎、

用火、捕鱼、饲养、放牧、种植等技能，这体现了民族发

展过程中的艰苦奋斗、自强自立精神。云南一些少数民族

生活环境严酷，从小便养成勇敢刚毅的品质，在面对边境

敌人时更展现出无畏的勇敢精神。云南人民注重独立自主，

不依赖他人。他们坚信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足以战胜一切困

难和挑战，因此始终保持自信和坚定的信念。这种自立的

精神不仅体现在个人成长上，更体现在社会发展中。在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中，云南人民展现出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云南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勤劳勇敢、

自强自立精神，是云南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宝贵

精神财富。它们不仅彰显了云南人民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

貌，更为云南的繁荣和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4.	云南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政课中的创新融入与实践

4.1 深度整合思政课程，拓宽教学资源维度

将云南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巧妙融入思政课程之中，

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教学资源，还有效提升了课程的教学效

果。通过生动讲述云南各民族丰富多彩的历史故事、文化

传统及核心价值观，引领学生深入探索云南文化的多元性

与包容性，从而在心底种下文化自信的种子，激发强烈的

民族自豪感。同时，紧密结合云南独特的地理风貌、悠久

历史及文化底蕴，精心设计实践教学环节，如组织学生参

观历史遗迹、亲身体验民族风情等，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

深刻感受文化的独特魅力，进而加深对思政课程内容的理

解与认同。

4.2 创新教学方法手段，点燃学习热情火花

在思政课中创新性地融入云南优秀传统文化，亟需采

用多元化、现代化的教学方法与手段。例如，巧妙运用多

媒体技术，直观展现云南各民族绚丽多彩的服饰、匠心独

运的建筑、精湛绝伦的艺术等文化瑰宝，让学生在视听盛

宴中享受文化之美；通过角色扮演、小组研讨等互动形式，

让学生亲身体验云南文化的独特韵味，感受其深厚底蕴；

此外，还可邀请知名专家学者或民间艺术大师走进课堂，

生动讲述云南文化的悠久历史与传承发展，进一步拓宽学

生的知识视野，激发其探索文化的浓厚兴趣。

4.3 强化价值引领功能，培育新时代接班人

云南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价值理念与道德准

则，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培养新时代接班人具有不可

估量的价值。在思政课中，应充分发挥其价值引领作用，

通过深入挖掘并讲述云南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锤炼出的优

秀品质与精神风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与价值观。同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热点与时代发展需求，

鼓励学生将云南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文明理念相融

合，努力成长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

力的时代新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青春力量。

5.	结语

云南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在思政课中创新应用云南优秀传

统文化，不仅可以丰富教学资源、提升教学效果，还可以

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因此，我们应深入挖

掘云南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价值观念，创新教学方法和

手段，将其融入思政课程的全过程，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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