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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工艺文化课程的思政教学，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充分发挥教师课程育人的主体作用，大力推动以课程

思政为目标的教学改革，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和

德育功能，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现课程教学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素质提升、人格塑造相统一。论文以瓦猫传统

工艺文化为例，深入探讨课程思政背景下高等学校工艺文

化课程的教学及改革。

瓦猫是中国传统工艺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特有的、

最具特色的、流传较广的一种传统民间民俗手工艺。瓦猫

造型独特、夸张，“因其形象颇似蹲于屋脊上的家猫，故名”

有百兽之王——虎的威风。瓦猫又名“镇脊虎”“降脊虎”，

是一种以虎为原型，融建筑装饰和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为

一体的传统陶石工艺。它体现了手工艺文化实用功利与审

美趣味相结合、与生活气息相融、文化借与民族个性并存

的特点，能引发对中华民族手工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思

考等。

瓦庙工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能培育学生的

审美观念，培养健康情趣，提高审美趣味，增强学生审美

判断，即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

新的眼光，鼓励学生勇敢探索，勇于创造、敢于创造、学

会创造。通过了解瓦猫的制作工艺，领悟其中蕴含的文化

内涵，认识到手工艺文化中的工匠精神，即敬业、精益、专注、

创新。意识到在文化多样性下的民族交流与融合与各民族

共同发展繁荣，而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能促进民

族的进步、发展与繁荣，有利于国家文化的发展繁荣。能

使学生正确认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

观自信，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创新性地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学生树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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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运用 PPT展示瓦猫的图片，让同学欣赏并思考其

作用，以引起学生学习兴趣，激活课堂气氛，同时达到提高

学生审美素养的目的。接着由教师通过讲述关于瓦猫的民间

故事讲授其来源，吸引学生的关注，寓教于乐，让学生明白

瓦猫工艺特点中的：实用功利与审美趣味相结合、与生活气

息相融合。并与思政相结合，让同学认识到：要以人为本，

瓦猫工艺是基于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且这种工艺需要人

们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让同学们结合课本，分组讨论：在文化创意产业背景下，

如何传承与发展瓦猫手工艺文化。将专业的社会责任融入到

课堂的讨论中，引导同学发现民族手工艺文化的传承是一个

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在正确认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

上，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创新性地继

承与弘扬优秀民族手工艺传统文化，在发展中传承；民族交

流、相互学习，社会文明和谐、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民族

民间手工艺文化也就能得到发展，深入挖掘和阐释民族手工

艺文化的新时代价值，因时而谋、应时而动、顺势而为，提

升民族手工艺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布置学生课后阅读：葛亮《瓦猫》。通过课后拓展学习，

加强学生对工匠精神：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思政元素

的深入吸收。

教师让同学欣赏瓦猫的图片以后，提出问题，同学们

踊跃回答，气氛活跃，对此提出了自己的各种见解。

教师对各个回答予以肯定和赞赏，然后讲述了一则关

于瓦猫的民间故事，说明瓦猫工艺的来源。同学们认真聆听。

教师通过 PPT展示了瓦猫的制作过程和瓦猫在不同地

区的不同形象和造型。提出问题：这种相似性与差异性体现

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个性差异的存在？结合同学的回

答总结出瓦猫工艺的第三个特点：文化借取与民族个性并

存。在这个特点中，学生体会到：民族多元一体以及文化多

样和谐，既体现了充分尊重“多元”，坚持平等和谐，又凸

显了高度认同“一体”，不断同心聚力，包含着民族团结与

和谐的力量。

同时让学生思考：这种文化借取是否只存在于瓦猫这

种手工艺当中，然后补充展示不同地区瓦猫工艺文化。结合

所讲知识，归纳出民族手工艺文化的共同特点。接着，让同

学们结合课本，分组讨论：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如何传承

与发展瓦猫工艺。同学们讨论地热火朝天，提出了不少意见

和建议，老师均记录下来，并发现同学们已经初步具备了创

新型继承、发展中继承的思维意识。

结合同学们的讨论，老师结语：要传承与发展民族手

工艺文化，就要正确认识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价

值观自信，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创新性地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并且要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最后布置课后阅读：葛亮《瓦猫》。并要求同学从中

总结工匠精神的核心，结合所学知识，形成自己的理解。

对课程而言：完善课程教学大纲等教学资料，体现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文化自信、人

文素养、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工匠精神等相关的育人元素。

教学方式方法的不断创新，通过典型案例教学、探究性教学、

研讨等教学模式，结合报告、实践活动等形式，强化课程学

习过程性评价，提升教学实效，丰富实践育德育人的内涵。

对学生而言：通过瓦猫这一传统的陶石工艺，贯穿整

个章节的知识，让同学们学到了民族手工艺文化的特点，对

如何保护与发展民族手工艺文化也有了自己的思考，也提高

了自主学习能力和探究能力。并且在课堂学习和课后阅读中

学习到了手工艺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提高了自己的审美

素养，对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有了自己的理解，通过学习这

些丰富多彩的手工艺文化，增强了自己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

自信，意识到民族团结与和谐的力量，学会创新性地继承与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3]。

对教师而言：开展课程思政课程改革，更好地达成了

人才培养目标，对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重新认

识和教学再造，深入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并

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中，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进一步增强

了教师课堂育人的组织性和规范性。教师努力用心构建价值

引领、知识教育、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深刻把握了学生的成长规律，更加自觉地坚持立德树人、以

学生为中心，更加领悟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帮

助学生健康成长。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等学校工艺文化课程的教学研究，

大力推动了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程教学改革，对其他文化

类课程开展思政教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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