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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婚俗文化》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
王春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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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将思想政治与价值观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体现了立德树人的教育功能。本文以婚庆服务与管理专

业的核心课程《婚俗文化》为例，整理了婚庆类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挖掘了疫情热点下和婚庆行业相关的思政素材，设计

了基于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以期为婚庆专业类似课程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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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婚俗文化》课程教学目标

《婚俗文化》是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

课，也是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掌握中西婚礼礼仪基础知识

的入门课程。学生通过学习，实现以下教学目标：一是知识

目标方面，了解中国婚姻形态、婚姻观念、婚神崇拜、婚俗

吉祥文化、中西婚礼礼仪以及中西婚俗文化的差异等；二是

能力目标方面，能够将相关礼俗知识用于未来的婚庆服务之

中，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参考新人当地的婚俗习惯，让每一场

婚礼执照都要做到不失礼节、不犯忌讳；三是素质目标方面，

培养学生行业意识，自觉提升对婚俗文化的的认知和理解，

能主动识别现实婚礼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并能提出自己的创

见，不断追求审美和创新。

2 《婚俗文化》课程思政意义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课程思政要实现高等教育的

“全程、全方位”育人，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

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婚俗文化》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学生今后无论是从事婚礼

策划师、婚礼销售、婚礼主持人、婚礼摄影摄像、婚礼化妆

师等岗位，均需要婚礼文化内涵的基础知识，这门课对学生

大学三年以及未来婚庆行业内发展均有深远的影响。婚姻服

务事关群众福祉，是重要的民生工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新人更关注婚礼的文化和品质，提升婚庆人员业务能

力和为民服务水平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为

全力打造现代服务业作出贡献。通过课程思政，实现以下三

点目标：一是引导学生正确的爱情婚姻观念，培养学生对家

庭的责任感和担当感，倡导良好家风教育和孝道文化教育；

二是加强中华传统礼仪文化教育，促进职业技能培养与职业

精神养成相融合，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等，三是挖掘婚

庆文化，推进移风易俗，倡导婚嫁的文明之风、礼仪之风、

环保之风，弘扬社会正能量。

3 思政教育元素融入的教学设计

课程思政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将专业课程与课程思

政相结合，并找到契合点是最为核心、最为关键和最难解决

的部分。结合《婚俗文化》课程的特点，思政教育元素融入

的教学设计思路主要如下：

3.1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寻找思政理念的融入点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中心

环节，课程思政融入的实施对专业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专业教师除了具有良好的专业素之外，也需要提高思政

意识和德育能力，才能在在专业课教学的过程中完成专业知

识的讲授和主流价值观的引导。首先，授课教师需要对课程

教学大纲进行有针对性的梳理，找出可以和思政元素融合专

业知识点；其次，通过教学内容、教学案例的完善，有效传

递核心价值观；最后，不断总结和优化教学方法，探索课程

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融入、渗透的技巧与艺术，在无形之

中渗透对学生的德育教育，用平等、愉悦的方式感染和影响

学生。

婚庆类课程具有极其丰富的思政元素，结合《婚俗文化》

的课程特点，充分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合理规划和设

计思政元素融入点，教学设计如表 1 所示。

3.2注重课程内容与社会热点的结合，从时政案例提取课堂

素材

教师自身要加强时政、思政方面的知识的扩充，教学过

程中结合时政案例展开教学，从而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关注时

事，关注行业发展动态，充分体现两者融合的优势。2020 年

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

为了响应国家不聚集、不聚餐的要求，原定春节前后结婚的

客户订单纷纷取消和延后，整个婚庆市场一下子进入了“速

冻”期。不少人对婚庆行业抱有悲观情绪，甚至学生都开始

为未来的就业前景恐慌。针对这个问题，教师可以结合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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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婚俗文化》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章节知识点 思政元素 融入点或切入案例 思政目标

婚姻的起源和

婚姻的含义

家庭美德：承担责

任、相亲相爱

原始社会中的嫁娶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形成婚姻制度，结婚双方具有社会制度

所认可的权利和义务。婚姻的动机包含经济、子女、感情三个原因，现代的

婚姻多以感情因素为主，反映出人类自我价值的发现与重视，但婚姻中的责

任和约束同样重要。

培养学生正确的婚姻观，树立

对婚姻家庭的责任感的认知。

婚姻观念
人格平等、男女平

等、夫妻和睦

正确看待传统婚恋观中的“门当户对”和“郎才女貌”等观念。广义的门当

户对并不仅仅强调双方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对等，也看重个人的学识修养、

成长经历和职业背景。郎“才”和女“貌”的判断标准并不唯一，在择偶标

准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寻找爱情不应仅仅看外貌和条件，精神契合很重要。

婚恋观的演变也反映出旧时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新中国成立以后，

女子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男女平等互助互爱之风大大发扬。

帮助学生抵制社会上婚恋的

不良风气，引导学生树立科学

的、进步的择偶观。理解男女

平等是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

基本原则之一。

婚姻仪礼 文化自信、礼文化

中式婚礼渐受青睐,是中国文化自信的表现。我国婚俗以《六礼》为宗源，我

们的祖先对婚礼是“敬慎重正”的，这体现了婚礼的严肃性、庄重感和责任

感。共牢合卺、同心结发，共牢而食…中式婚礼通过一系列连续而严谨的仪

式，强调了夫妇之间的责任，这些婚姻礼仪中也包含着对婚姻的祝福。

婚礼形式是民族文化与自信

心之体现，引导学生在婚礼实

践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中国婚俗文化

的沿革

移风易俗，婚俗改

革

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大力推进婚

姻领域移风易俗，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可通过案例展示旅游结

婚、集体婚礼等婚礼形式，倡导文明婚俗，同时反对利用婚姻敛财的风气，

形成廉洁清正的婚俗文化。倡导婚礼适度节俭的理念，新时代婚礼应以高雅、

健康、时尚婚礼作为评价标准。

倡导格调高雅、内涵丰富、特

色突出、文明节俭、具有鲜明

时代特征的婚礼。

礼仪中成婚礼俗的知识点传递出信息：只要传统观念不变，

大部分老百姓眼里的婚礼形式就不会发生改变。婚礼行业是

刚需行业，不会因疫情而消失，遭遇动荡与重创之时，也正

是行业加速淘汰与洗牌的时机。作为婚礼人，更应该思考的

是如何抓住当下消费者行为变化的黄金期，升级自己的专业

服务能力。

同时，疫情防控中也涌现了不少动人的爱情故事。当爱

情遇到疫情，医护人员舍小家顾大家，责任与大义超越了浓

情蜜意，为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构建了一道牢固的防

线，彰显了医者仁心的崇高职业精神。为了表达对凯旋英雄

的敬意和祝福，一些婚庆行业的企业为抗疫医护人员免费提

供婚礼服务，参与承办集体婚礼，婚庆人用这种方式致敬最

美逆行者，传递对抗疫英雄的礼遇，弘扬相亲相爱、守望相

助的传统美德。这些充满正能量的热点新闻为树立学生良好

的婚恋观和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3.3 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结合学生特征做好学情分析，不断

积极改进和创新教学方法。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学

生对知识的获取手段更加多元化，在教学中应当主动利用这

一优势，充分发挥慕课、网络视频、行业网站、文献数据库

等资源，鼓励学生进行主动学习。例如：在“婚姻观念”这

一章节中的“门第观”的知识点，教师可以设计“婚姻是否

应门当户对”的论题，要求学生根据对门第观现有的了解和

自身的主观意愿进行组队，队伍观点分为“支持”和“反对”

派。在此过程中，要求学生全程自行查阅资料分析问题，并

论证自己的观点。学生展示完自学成果，教师再就同学提出

的各个观点做评述，确保对相关知识理解的正确性，引导学

生形成科学的、进步的择偶观。在“婚姻仪礼”章节，可通

过纪录片和影视剧展现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婚礼：周

制汉式婚礼和明清婚礼。观后指导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和仪式

模拟，让学生充分体验中式婚礼的庄重感。教师通过增加课

堂的参与感来引发学生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润物细无声

中完成对学生的价值引领。

4 结语

总之，立德树人乃是教育之本，教学不仅仅应该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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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和技能，思政教育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体

系，促进其道德文化素养不断提升。婚俗文化课程中蕴含着

丰富的思想教育元素，授课教师应该不断探索、实践和创新，

进行思政教学设计的研究探索，培养综合素质更高的婚庆专

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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