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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价值意蕴

——以陕西社火为例

敖勋　宋海东　常晓玲

西安翻译学院　陕西西安　710105

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民俗传统文化关系紧密，彼此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中华悠久且灿烂的民俗传统文化蕴含深

邃的思政元素，陕西社火作为民俗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对于维系民族精神的连续性和塑造新时代人才具有双重价

值意义，它既延续了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又为培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时代新人提供了坚实的价值导向和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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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民俗传统文化对于提升思政教育内涵性具有

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只有根植本国、本民族

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陕西

社火民俗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资源，社火

民俗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这是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

益尝试。

1. 陕西社火概述

1.1 词组溯源

农耕文明的先民们对土地有敬畏之心，认为土地与收

成有着重要关系。“社火”由“社”与“火”两字组成，“社”

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其为：“社，地主也，从示土”，《国

语 - 鲁语上》：“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

九土，故祀以为社。”先民祈求作物生长，对“社”祭祀，

祈求风调雨顺，谷物丰收。“火”乃物体燃烧所散发出的光、

热、焰能量释放方式，在农耕社会中，夜晚用于驱邪避害，

为农耕社会带来暖热、光亮，从而象征红火、热闹，表达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火作为词组，最早出现在宋代范成

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中“轻薄行歌过，

颠狂社舞呈，”自注写道：“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

大抵以滑稽取笑。”

1.2 社火定义

社火起初与祭社、傩仪相关，是一种祭祀活动，“傩

仪是中国古代一种驱除邪崇的巫术仪式。”[1] 随着时代发展，

逐渐赋予时代气息，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习俗，社火可

以归纳为五层含义。

1.2.1 滑稽取笑的民间歌舞活动

宋代范成大在《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中

记载“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呈”自注：“民间鼓乐谓之社火，

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可见是一种民间歌舞活动。

1.2.2 祭祀所献物品

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社火指的是祭

祀物品：“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2]

社火有祭祀物品的意思，祭祀的同时有民间各种杂耍表演活

动。

1.2.3 官方组织表演活动

《儒林外史》记载社火为官方组织的活动：“到十五

晚上……湖州府太守衙前扎着一座鳌山灯，其余各庙，社火

伴会、锣鼓喧天，人家士女，都出来看灯踏月；真乃金吾不禁，

闹了半夜。”

1.2.4 元宵节民间表演活动

施耐庵在《水浒》第三十三回中描写元宵节的表演盛况：

“去土地大王庙前扎缚起一座小鳌山，上面结彩悬花，张挂

五六百碗花灯；土地大王庙内，逞赛诸般社火。”

1.2.5 泛指群众性娱乐活动

《汉语大词典》解释为群众性活动：“旧时节日村社

迎神赛会所扮演的诸种杂戏。后亦演变为群众性的游艺活

动。”[3]《中国风俗大辞典》解释为：“社火，原指社日扮

演的各种杂戏 ,”[4] “歌舞祭祀，参拜社神，旨在祈求来年

风调雨顺、庄家丰登、国泰民安、事事顺心，”[5] 是集杂戏

歌舞祭祀为一体的群众性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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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社火为民俗文化的一种“民间为主，官方

为辅”在喜庆之日表演的“集祭祀和娱乐于一体的各种杂戏

和活动的总称。”[6]

2. 推动陕西社火民俗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价值所在

2.1 有利于增强高校学生文化自信

社火民俗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源远流长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商周的祭社仪和驱傩仪，可谓是中华文明的一

块活化石。社火表演中的各种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如高跷、

舞狮子、锣鼓、芯子、跑旱船等凝聚了民族智慧和文化创造

力，具有很高的民俗价值和审美价值。民俗传统文化与高校

思政教育融合，有利于学生深入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

和辉煌成就，从而提炼智慧和力量，自觉地承载和发扬文化

传统，加深对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和荣誉感，从

而树立文化自信。

2.2 有利于培育集体主义精神

社火拥有广泛的参与者和观众，可谓是“黄土地上的

狂欢节”，社火通常以村为基础单位群策群力，社火表演往

往涉及多个角色和复杂的表演形式，需要参与者之间密切配

合和协调，个人的意志要服从集体的意志，“在户县社火中，

群的功能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使人们心灵得到沟通和净化，

消除个人主义思想，以集体利益为重，个人服从于集体，最

终达到团结的目的。”[7] 在思政育人过程当中，这种集体活

动能够启发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助于学

生形成正确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

2.3 有利于培育青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社火传统文化中的故事、符号和仪式，与青年的情感

世界建立联系，形成共鸣，利用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念和典

范人物，进行青年的道德教育和品德塑造。许多古代戏剧神

话，青年耳熟能详，在观赏社火表演中可以将德育内化于心，

如“斗社火”中《三娘教子》教化人要忠孝节义，《天河配》

中对于爱情的忠贞，《神龙助圣僧》中对信念的执着追求引

人深思。社火表演虽然表面上看似是一幅静态的场景展示，

但实际上，通过表演和观众的互动，这一传统艺术形式被赋

予了生命，每一次参与或观看社火，都成为一次对这一故事

及其深层含义的集体体验和反思，无形中培育了青年积极向

上的价值观。

3. 民俗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路径探索

如何将民俗传统文化中的丰富素材与思政教育相融合，

以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和吸引力尤为重要。教师们需要深入挖

掘地方文化中的价值内涵，并巧妙地将其

3.1 融合创新探索

民俗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出发点应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目标，教师应当根据不同的教学主题和重点来安排课程内

容，在融合创新上应体现历史文化传承与民族精神教育、跨

学科融合与创新能力培养、信息技术应用与现代教育手段。

3.1.1 历史文化传承与民族精神教育结合

陕西社火作为一项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民

间艺术形式，其丰富的内容和形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创

造力和审美追求。在思政课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研究社

火的历史渊源、发展变迁及其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功能，从而

加深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分析社火中的

民族精神元素，如团结、勇敢、智慧等，培养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和文化自信。

3.1.2 跨学科融合与创新能力培养结合

将陕西社火的元素与思政课程相结合，可以打破传统

学科界限，实现跨学科的教学融合。例如，结合文学、历史、

艺术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让学生从不同角度分析和解读社火

的内涵、表演形式。另外通过案例研究和角色扮演等动态互

动方式，旨在激活学生们的创新思维能力。

3.1.3 信息技术应用与现代教育手段结合

利用多媒体技术、网络资源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丰

富思政课堂的教学形式。例如，制作关于陕西社火的微电影、

动画或互动游戏，让学生在观看和参与的过程中更直观地了

解社火的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同时，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技

术进行自主学习和研究，提高他们的信息素养和自主学习能

力。另外通过展示社火的视频资料、图片和实物，让学生直

观感受社火的艺术魅力。

3.2 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探索

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倾向于单向理论讲授，缺乏必要

的互动环节，生动性不够，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参

与热情，探索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将民俗传统文化融入思政

课堂是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

3.2.1 案例教学法

在陕西社火中挑选出特定的社火活动或其中的典型人

物故事，引导学生分析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文化价值，在

此过程中，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和思考，从而提高他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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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另外讲解社火队伍中的老艺人、年轻传

承人或是在社火表演中展现非凡技艺的民间艺人的故事，他

们的故事和经历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生动诠释。

3.2.2 参与式教学法

组织学生参与到陕西社火的模拟表演或实际表演中，

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方式，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学习

社火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不仅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参与感，还能激发学生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认同

感。教师还可以设计互动环节，如小组讨论和现场演示，鼓

励学生分享自己的体验与感悟，从而在互动中深化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3.2.3 跨学科综合教学法

结合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视角，

对陕西社火进行多维度多角度的解读和研究。如在历史学视

角下，可以探讨陕西社火的起源、发展演变；在文学视角下，

可以解读陕西社火中蕴含的民间故事；在社会学视角下，可

以通过观察和分析社火活动对当地村落的影响，了解其在增

强村落的凝聚力、促进文化交流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

作用。另外通过组织跨学科研讨会、工作坊等活动，促进学

生在不同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中形成全面的认知。

3.2.4 研究型教学法

研究型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特点是探

究驱动、跨学科整合、合作学习、反思与评价等，旨在促进

学生的主动学习和深入理解。强调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鼓

励学生开展以陕西社火为主题的研究项目，自主进行问题发

现、资料搜集、分析讨论和成果展示等过程，从而培养他们

的研究能力、创新思维和实践技能。还可通过撰写研究报告、

论文或举办展示会，使学生能够深入探究社火的文化意义和

社会影响等。

4. 结语

民俗传统文化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区域内生产生活过程

中形成的非物质文化，涵盖了风俗习惯、文化遗迹、地方戏

剧等显性和隐性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征。发

掘陕西社火民俗传统文化中的思政元素，恰当导入进思政课

堂中，从而有效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引导效能，

增强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1] 田荣军著 . 陕西社火脸谱 [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 2014.06：05

[2] 王静悦编 . 中国古代民俗 2[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 , 2004.05:53.

[3] 罗竹凤主编 . 汉语大词典 7[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

版社 , 1986:831-832.

[4] 申士嚾，傅美琳主编 . 中国风俗大辞典 [M].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 1991.12:406.

[5] 张伟夫 . 社火，中国地名 [J].38-39.

[6] 谢太平 . 影像传播与社火文化的变迁—— 一个西北

村庄的民族志研究 [M]. 北京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7:26.

[7] 杨柳欣 . 户县社火及其当代意义研究 [J]. 湖北第二师

范学院学报 ,2008,25(10):85.

基金项目：

本 论 文 由 西 安 翻 译 学 院 科 研 项 目 资 助（ 项 目 编 号

2024B34）项目名称：民俗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价值

意蕴——以陕西社火为例 主持人：敖勋

作者简介：

敖勋（1985.6-），男，汉，陕西西安，硕士研究生，助教，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