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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思政教育要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展开。当今，我国高校对于思政课堂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愈

加重视。将徐州“两汉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中，既是高等教育教学的必然要求，也是思

政发展的必有之路。将徐州“两汉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堂有利于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增

强思政课堂教育渗透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方式，也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的有效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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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learly pointed out in the Guiding Outlin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Curriculum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who, how and for whom to cultivate people. Nowaday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but also a necessary way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to integrate the excellent culture in Xuzhou's "Han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Xuzhou's "Han cultur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conduciv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nhance the penetration and influ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education, and is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outstanding talents with both morality and abil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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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当前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关键时期，我们党的千秋伟业需要素质过硬、理想信念坚定

的综合人才，一堂思政课就是一次思想淬炼，一个思想可以影

响一个时代。可见，思政课堂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一个利在千

秋的德政大工程。 

徐州“两汉文化”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两汉文化”的繁荣，

更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今天融入高校思政

课堂有重要的影响。“两汉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

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对全国、

对世界都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今，我国高校对于思政

课堂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相当重视，思政教育作为一种创新

型教育理念，把思想政治水平、思想政治觉悟作为人才培养的

首要任务，并赋予了课堂教学以更强的生命力和更深的响应力。

因此，徐州“两汉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堂成为很好高校当前

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工作之一，这有利于提升徐州城市的综合实

力，有利于提升徐州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更有利于推动高校向

更广、更深、更高的目标迈进。 

1 徐州“两汉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堂的基础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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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两汉文化”的基础内容整合 

围绕系统打造“两汉文化”，徐州要以“两汉文化”景区这

一主线，对于相关景区管委会要整体检查，逐项改进，同时还

要加大资金投入，完善“两汉文化”基础性设施的建设，全力

打赢“两汉文化”攻坚战。具体措施为景区道路改造工程、景

区森林覆盖率提升工程、景区供水管道改造工程、景区路灯监

控量化工程、景区防火排涝完善工程、景区游客服务中心配套

工程等。基础设施是“两汉文化”名片提升的关键要素，是“两

汉文化”做大、做强的重要基石。 

1.2“两汉文化”的知名度提升 

为提高“两汉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徐州市要积极发

挥“两汉文化”作用，围绕着“两汉文化看徐州”的品牌进行

多渠道、全方位景区推广宣传工作。在立足本地市场的基础上，

为抢占外地市场和吸引外来投资，必须塑造城市形象。一方面

是“两汉文化”形象的逐步改善，另一方面为“两汉文化”设

计一个特色鲜明、内涵突出的城市品牌，并使之成为城市名片，

成为徐州对外展示的 佳“商标”。 

1.3“两汉文化”的全面推广 

徐州可以借鉴已有的优秀经验，建立起融合“两汉文化”

城市形象、投资环境和发展前景等内容的宣传片。借助新媒

体的推广作用，有利于增进“两汉文化”与思政课程的深入

契合，并展现出徐州独特的城市魅力，提升品牌效果。还要

通过全方位的宣传，树立“两汉文化”，可以通过电视、报刊、

杂志、微信、大数据等方式来推介“两汉文化”，组织拍摄大

型专题《大风歌》等素材，举办“两汉文化”推介会等活动，

全面宣传“两汉文化”个性品牌。同时采用“走出去，请进

来”的策略，大力开拓市场潜力，加强与其他城市的横向联

系，与西安、洛阳、汉中、襄阳、南阳等城市结成战略合作

伙伴，共同打造“两汉文化”，打造出大景区、大宣传、大力

推广的新格局。 

1.4“两汉文化”的内涵挖掘 

文化是建立品牌的关键要素，文化的成功之处在于对大众

群体具有强大的亲和力、吸引力。城市的魅力，就在于其总结

文化特色，是一种特殊的、高品质的、富于自我个性的内涵。

徐州是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依托徐州市厚重的“两汉文

化”基础，充分挖掘徐州地方文化遗产。要从现实出发，在国

家文化发展规划基础上重新构建文化发展的格局，科学、合理

的制定“两汉文化”发展规划。这有利于“两汉文化”底蕴活

跃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人们可以看到、听到、摸到和感受到文

化的独有特色。 

2“两汉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程的路径 

2.1将“两汉文化”全方位、全视角的融入高校思政课程 

课堂教学是高校思政教育的主抓手，是大学生主要的学习

平台。因此，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关键作用，将“两汉文化”

融入思政课程，夯实“两汉文化”入脑、入心的基础，同时丰

富思政课程的内容、创新思政课程的方法，以更生动多元的方

式使大学生接受“两汉文化”的熏陶。高校制定并实施了弘扬

“两汉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方

案，先后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到校举办“两汉文化”讨论会，

通过专家解读经典，弘扬“两汉文化”，发挥怡情养志、涵养文

明的重要作用，在校园里凝聚健康向上、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

明确思政教育的重要性，要求思政课教师将“两汉文化”融入

课堂中，使专业课也能成为思政教育的重要抓手，不断创新思

政教育教学方式，实现“春风化雨”的育人成效。 

2.2将“两汉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外活动 

高校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创新思政教育的方法与

手段。将“两汉文化”融入到大学生课外活动中，既能陶冶

学生的情操，又能提高他们在善恶美丑等方面应有的判断力，

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在校园中积极开展“两汉文化”相关

的实践活动，将“两汉文化”融入各类实践活动之中，如大

学生假期社会实践、课外实践、参观文化馆、观看民族器乐

表演等；举办一系列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如汉代的音乐与

舞蹈等，给学生提供了“零距离”接触的机会；举办以“两

汉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活动，如故事会、演讲比赛等，增强

传统文化学习的乐趣。这都有利于展示高校建设发展成就和

欣欣向荣的校园文化，丰富师生文化生活，提高大学生爱党、

爱国的深切情怀。 

2.3将“两汉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环境 

除了思政课堂及思政教育教学、课外活动等大学生思政教

育的主渠道外，校园文化建设同样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高校浓厚的文化氛围同样具有强大的育人功能。在校园文化建

设中融入“两汉文化”的精髓，能为高校人文环境的营造提供

强有力的内容及精神支撑，间接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引导与理

想熏陶。高校可围绕“两汉文化”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校园活动，将“两汉文化”与思政课堂有效融合，使大学生在

接受“两汉文化”教育的同时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举办校

园形象大使大赛，并在其中设计以“两汉文化”为主题的演讲

环节，激发并展示大学生继承和弘扬“两汉文化”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大学生在参加社团活动时，能够将所学到的思政理论

融于实践之中，提高思政课堂教学的效果。 

2.4将“两汉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的核心地位 

徐州高校的发展，如想避开“千镇趋同”的发展困境，须

正确把握高校的核心定位，进行正确的高校特色形象的塑造。

高校不单单是以某个项目的叠加等一系列的外在物质形象的包

装。外在的物质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展示高校的特有风格，

但缺乏内核。高校内核的缺失将使高校单纯地变为被动消费的

对象，缺乏深入人心的鲜活形象。徐州高校的建设不单单要考

虑如何让学生“动起来”，更需考虑如何让高校思政教育“活起

来”。“两汉文化”作为徐州的城市文化符号，其深厚的文化内

涵和底蕴能够为高校融入新的文脉和活力。 

3“两汉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3.1“两汉文化”资源对高校思政课堂体系发展有融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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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思政课堂在发展过程中要展示出敢于作为、敢

于担当的大气度、大胸怀。在当前思政课堂上，表现出大学

生的能力较为单一，对我国文化知识了解有待提高，不利于

高校思政课堂的全面发展，也不利于大学生思想的提高。这

就迫切需要高校在思政课堂与传统文化融合上进行改革和创

新，利用好“两汉文化”资源，可以从教学理念、培养方式、

管理水平等方面进行改革，有利于思政课堂向全面化和深入

化发展。 

3.2“两汉文化”资源对思政课堂体系建设有推动作用 

高校应将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两汉文化”纳入思政课

堂过程中，要展示出好谋善策，永不气馁的大魄力、大胆略。

因此，思政课堂应完善体系，将“两汉文化”的模式融入进去。

实现以多知识、多角度为基础，思政课堂教学更加深入，激发

大学生爱国敬业、为国争光的学习氛围。 

3.3“两汉文化”资源对思政课堂体系完善有充实作用 

高校思政教堂在完善的过程中，与我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

融合，对思政课堂教学有重要的充实效果。思政课堂的发展离

不开课程建设、师资力量、实践平台的各个方面。“两汉文化”

对以上内容进行了充实，展示出“两汉文化”具有的大策略、

大智慧，这种理念使思政课堂更加丰富多彩。我国高校思政课

程都是非常受重视，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瓶颈”问

题。与“两汉文化”资源进行有效融合，是思政课堂下一步发

展的路径之一，发展速度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深入。 

3.4“两汉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堂育人的重要作用 

“两汉文化”以华夏文明为核心，汲取了各方文化精髓，

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当前，我国传统文化与思政课

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有利于展示我国中华文化、中华历史

和中华根脉。思政课程是大学生的引路者和倡导者，大学生

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因此，思政课堂是直接影响

国家长治久安和长期发展的重要内容。“两汉文化”资源融入

思政课堂就是将中华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的 好体现，也是

思政课堂创新精神和开拓精神的 佳表现。加强高校“两汉

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堂的方法已得到多数高校的普遍认可，

是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培养符合社会主义需求的综合性

人才的重要途径。 

4 结语 

“两汉文化”融入徐州高校的建设，能够满足新时期传承

与弘扬“两汉文化”的需要，在惠及大学全面发展的同时，形

成徐州高校品牌特色，进而促进思政课堂与徐州当地文化的融

合发展。未来将继续深入挖掘“两汉文化”背后的资源，依托

徐州高校，将“两汉文化”活态化、特色化，为高校内涵化发

展提供建设性意见。“两汉文化”是一个涉及内容多、影响广、

作用大的文化体系。对思政课堂具有十分重要价值和实践价值，

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和研究。“两汉文化”精神值得我们继承与

发扬，在高校思政课堂上继续发光发热。相信不久的将来，“两

汉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进

一步推动思政课堂的教学传承、教学功能、教学水平走向更高、

更远的“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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