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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察哈尔文化作为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之一。地方高校美育教育是传承察哈尔

文化的重要载体，传承察哈尔文化是地方高校美育教育的重大使命。因此，挖掘察哈尔地域文化的魅力，运用其中蕴藏

着的丰富美育资源，推动察哈尔文化与地方高校美育教育的有效融合，对察哈尔文化的传承发展、高校大学生的学习和

生活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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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grassland culture, Chahar cult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Aesthetic education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inheriting Chahar culture, and it is a 
major mission of inheriting Chahar cultur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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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

意见》（简称《意见》），《意见》中指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作为学校美育培根铸魂的基础[1]，这为新时代高校加强美育工作提

供了依据和遵循，也为高校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美育教育高

效融合提供了思路。同时，察哈尔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所蕴含的育人价值也为其与地方高校美育教

育的融合提供了可行性。 

1  察哈尔文化与地方高校美育教育融合的价值 

1.1  推动地方高校美育教育改革和发展 
察哈尔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挖掘和利用察哈尔文化的美育资

源和育人价值，并设计行之有效的价值实现路径，实现文化的传承

发展，是察哈尔文化地域地方高校的重要机遇和使命。察哈尔地域

的地方高校要结合新时代高校美育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找准切入

点，使察哈尔文化与高校美育课程融合、与美育实践融合、与校园

文化融合，探索具有本校特色的美育教育模式，切实加强学校美育

工作，因地因校制宜，推动特色发展，达到以美育人、以美化人、

以美成人的培养目标。 
1.2  提高地方高校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坚持以美

育人、以文化人。察哈尔文化中所包含的民族服饰文化、民族饮食

文化、民族建筑文化、民族交通文化、人生礼仪文化、民族民间节

庆文化、民族宗教文化、民族民间艺术文化、民族文学艺术文化、

民族体育文化、民族医药文化、民族祭祀文化、民族军事文化、民

族娱乐竞技文化等[2]，能够有效满足广大青年学生对优质丰富美育

资源的期盼，把察哈尔文化的核心理念、基本精神融入到提高地方

高校学生美育培育工作中，有利于不断增强大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

养，切实达到高校以美育人和以文化人的效果。 
1.3  推动察哈尔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察哈尔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推动文化传承创新具有基础作用[3]，这为高

校深入开展包括察哈尔文化在内的一系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提出了必要性。因此，将察哈尔文化融入高校美育教育，对新时代

合格人才的培养和察哈尔文化的传播都具有重要意义。高校是新时

代加强美育工作的重要基地。因此，将察哈尔文化融入高校美育教

育，成为继利用影视人类学技术和手段传承文化遗产之外的又一较

理想的方法。只有挖掘好察哈尔文化中蕴涵的弥足珍贵的人文历史

资源，才能确保察哈尔文化的血脉得到传承，让察哈尔文化发扬光

大，从而推动地区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2  察哈尔文化与地方高校美育教育的融合策略 

2.1  察哈尔文化与美育教育课程融合 
2.1.1  树立正确美育教育目标 
在 2019 年《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

意见》（教体艺[2019]2 号）中指出，“高校要根据不同专业人才培养

特点和专业能力素质要求……积极探索构建以审美和人文素养培

养为核心、以创新能力培育为重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和艺术经典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艺术课程体系。”[4]因此，高校要

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丰富的教育意义和深厚的文化内核，

并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渗透到地方高校特色美育教育的各个环节

之中，引导学生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责任心，并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

奋斗。 
2.1.2  创新完善美育课程设计 
地方高校需要在对人才培养和察哈尔文化传承需求分析的基

础上，确定开设课程设置以及课程目标。以集宁师范学院为例，目

前开设的美育相关课程为《美学与美育》《美学概论》，但主要为理

论课程，利用课程推动察哈尔文化融入学校美育是远远不够的。针

对此种情况，地方高校在美育课程设计过程中，可以根据青年大学

生的心理特征和时代特点，立足现代高校美育的基点，创新、优化

察哈尔文化的细致阐释，增强其对青年大学生的吸引力，促进青年

学生在美的熏陶中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以大学生使用频率最高

的“抖音”App 为例，相关教师可以关注 App 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网

络词语等，将察哈尔文化的内容与大学生关注的内容连结在一起，

利用抖音等“年轻化”的传播方式将察哈尔文化以更具吸引力的方

式表现出来。 
2.1.3  发挥课堂教学重要阵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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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有其精华、有其糟粕，察哈尔文化也一样，其中既有

文化的精华，也有一些封建落后的思想、理念，因此地方高校在将

察哈尔文化融入高校美育美学课程前要加强对察哈尔文化的深入

研究，重视挖掘察哈尔文化更深层次的精华。在此基础上，地方高

校可以通过在现有美育课程中穿插介绍察哈尔文化内容和文化事

件，通过察哈尔文化为主题的专题讲座等形式，将察哈尔文化有效

融入高校美育教育中，真正发挥“美育课程”和“课程美育”的积

极作用。另外，高校也可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渠道，将民族文

化渗透其中。 
2.2  察哈尔文化与美育实践融合 
一直以来，察哈尔文化与美育实践融合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是目前美育实践主要以课程形式学习，虽然开展很多社会实践活

动，但是存在诸多局限性；二是现今学校虽然开设了察哈尔文化相

关特色课程，增强了文化自信，但是效果并不显著。以集宁师范学

院为例，为传承和保护察哈尔文化，学校自 2012 年伊始，在历史

专业和音乐教育专业相继开设《察哈尔文化专题》《察哈尔蒙古民

歌欣赏》等课程[5]，2015 年的培养方案中，历史学专业开设了《察

哈尔历史与文化》《察哈尔抗战史专题》《察哈尔文化研究专题》等

课程，音乐学、音乐表演等专业开设了《察哈尔民歌欣赏》课程，

蒙古语言文学专业开设了《察哈尔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课程；

2018 年培养方案中，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设了《察哈尔红色文化专

题》课程，历史学专业开设了《察哈尔历史概论》《察哈尔文化概

论》课程，音乐学、音乐表演等专业开设了《察哈尔蒙古族民歌欣

赏》课程；2020 年培养方案中，历史学、音乐学、音乐表演专业在

察哈尔文化课程设置方面未发生变化。以上均说明，地方高校已经

根据实际开设了相关课程，足见对察哈尔文化传承发展以及资源发

掘利用上的重视。因此，传承察哈尔文化和美育的发展，不能简单

将其作为完全独立的个体，仅靠学校课程去推进，而是要在创造良

好美育实践条件的同时考虑将察哈尔文化和美育实践相融合，注重

发挥文化的内涵，将察哈尔文化的核心理念融入到地方高校美育实

践教育中开展相关活动，从而激发学生对此实践活动的积极性。 
察哈尔文化的核心理念包括敬畏自然、包容并蓄、诚实守信、

敬重礼仪、尚武爱国，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的特征，如前

所述，其所包含且流传至今的的民族服饰、饮食、建筑、文学艺术、

体育竞技等文化为高校开展美育实践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元素。

以集宁师范学院为例，《察哈尔历史概论》《察哈尔文化概论》《察

哈尔蒙古族民歌欣赏》等课程任课教师需要具备美育实践的功底与

能力，并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实践，从而引导学生

将察哈尔文化课程与美育实践创作成果相结合，鼓励学生利用艺术

展示自我，在实践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借鉴中华优

秀传统化融入高校美育实践教育的途径，向其他学校学习，结合学

校文化特色与文艺演出对美育进行改革创新。此外，还要重视第二

课堂的作用，在课外活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方面播撒下美育

的种子，重点加强学校美育实践与“察哈尔文化博物馆”“察哈尔

文献馆”“察哈尔文化传承中心”“察哈尔文化服务中心”等文化设

施和专业协会的联系，尝试将察哈尔文化博物馆、历史遗迹、自然

风光等与美育实践相结合，吸引更多的学生投入察哈尔文化的宣传

中去。同时，高校要重视各类美育实践活动的宣传力度，逐渐提高

活动的影响力，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创造实践能力和人文素

养。 
2.3  察哈尔文化与校园文化活动融合 
高校美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高校学生的全面发展，而良好的校

园文化氛围是高校育人的重要途径。因此，新时代美育教育工作的

现实需要必然要求高校抓好校园文化重要阵地。地方高校可以通过

以下几方面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深入融合：一是通

过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文化活动引入察哈尔文化。如通过举

办“最美校园”摄影比赛、“最美察哈尔遗产”摄影比赛、“最美察

哈尔服饰”摄影比赛、“寻找察哈尔民间艺术文化”等活动，提高

青年学生对察哈尔文化和校园文化的关注和认同，引导学生挖掘

美、欣赏美、感悟美，提高欣赏感悟美的能力。二是以教学楼、宿

舍楼、食堂、图书馆、校史馆、学生活动中心等场所为载体，做好

察哈尔文化的宣传，在营造氛围的同时为大学生学习传承察哈尔文

化提供直观的图片和影像资料，以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认同。三是

以歌曲、舞台剧、舞蹈、影视、校园景观设计等为载体，做好察哈

尔文化的展示与推广。例如，以察哈尔文化为基调创作的舞台剧《心

系察哈尔》《心醉察哈尔》《春满察哈尔》《察哈尔婚礼》，以及反映

察哈尔民族风情的影片《尼玛家的女人们》、大型原创蒙古剧《忠

勇察哈尔》等作品，多层次、多视角、多形式对察哈尔文化节进行

宣传教育，这为地方高校创新性推进察哈尔文化与校园文化活动提

供了借鉴。 

3  结语 

察哈尔文化受地域、人文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有其独特的魅

力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作为察哈尔文化地域的地方高校，既有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又有传承发展察哈尔文

化的重大使命。因此，察哈尔文化地域的高校要充分挖掘察哈尔

文化的内涵和魅力，科学探索察哈尔文化与高校美育教育融合的

有效路径，切实增强美育教学的实用性，同时推动察哈尔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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