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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爱国心，织绘深蓝情，投身海洋行”
———上海交通大学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引领学生成长成才

开展“爱国之心”铸魂育人

教书必育人，育人德为先。 上海交
通大学构建了课堂、讲坛、报告会为载
体的立体化课程思政体系，形成交大人
阐释爱国精神、传承报国志向、坚守责
任文化的阵地。

学校先后推出 “海洋情怀 强国梦
想” 系列讲坛之 “励志讲坛”、“励行讲
坛”、“励心讲坛”。 通过“励志讲坛”，邀
请老一辈“海洋人”如中国核潜艇之父
黄旭华院士、中国教育界和船舶工程领
域大师杨槱院士等，用他们的传奇人生
讲述交大人 “站出来 救国” 的奉献精
神；通过“励行讲坛”，邀请一批年富力
强的“海洋人”如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
“辽宁舰”总设计师朱英富院士、蛟龙号
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徐芑南院士等，用
他们的风雨征程讲述交大人 “造出来
富国”的奋斗精神；通过“励心讲坛”，邀
请一批青年学生中的“海洋人”如赵国
成、陈曦等，用他们的成长成材故事阐
释新时代交大师生“教出来 强国”的爱
国精神。 此外，依托船海领域全国教学
名师刘西拉、洪嘉振等名师，以课程思
政的方式向学生呈现祖国发展过程中，

船海相关领域重点行业发展的历史、现
状和未来， 培养青年学子行业志趣、树
立报国志向。

彰显“深蓝之情”文化自信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也是大学
立德树人、传承文明的灵魂所在。 学校
依托董浩云航运博物馆、海洋工程科普
基地、“船建人” 网络文化工作室等载
体，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打造海洋
文化的线上线下宣传体系，彰显“深蓝
之情”文化自信。

学校构建董浩云航运博物馆、海洋
工程科普基地、“船建人”网络文化工作
室等海洋文化的立体宣传体系，通过大
量的文献图片史料、 船舶实物模型、航
海贸易物品、重要节点推文、榜样人物宣
传等，围绕特色展览、科普建设等方面开
展活动，向在校师生、社会公众阐释“海
纳百川”的海洋文化精髓，通过文博科普
教育拓展海洋文化建设的内涵， 发挥高
校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积极效应。 “船
建人”网络文化工作室，以新媒体为载
体，通过船建风采、科创竞赛以及社会
实践展现海洋文化的魅力， 在迎新季、

毕业季等关键节点推出“今天，你们从

这里扬帆起航”等专题活动，凝炼海洋
精神特质，彰显“深蓝之情”文化自信。

践行“海洋之行”使命担当

教育兴则国家兴， 教育强则国家
强。 教育不仅承载着传播思想、传播真
理、塑造灵魂的时代重任，更承载着服
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上海
交通大学构建第二课堂 “行万里路 知
中国情”的大实践体系，探索建立具有
交大特色的“三全育人”长效机制，践行
“海洋之行”的使命担当。

学校通过“海洋共行”党支部结对
共建活动，打造交大红船足迹“共行计
划”品牌项目，先后推出与地方共行、与
企业共行、与极地共行三个系列，开展
党支部结对共建，通过主题党日、挂职
锻炼、走访调研等形式，鼓励学生党员
深入基层、深入行业，到祖国和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与地方共行
中，开展“携手北部湾，共建海洋强国”

结对共建，以海工行业为突破口，推进
在产业规划、技术支援、人才培养、就业
指导下的共建互助活动； 与企业共行
中，通过党支部间的联建共建，搭建校
企合作的平台，促进支部间的交流与学

习，引导学生树立投身国家重要行业建
功立业的意识；与极地共行中，学生登
上雪龙号开展行业实践，在交流实践中
了解到南极科考任务艰巨，更学习到砥
砺奋进的南极精神。

共襄新时代，携手创一流。 上海交
通大学通过“传承爱国心，织绘深蓝情，

投身海洋行”系列活动，使师生在过程
中得到了满满的获得感。 2018 年，中央
电视台正片首发学校快闪作品《我和我

的祖国》， 交大师生用一场洋溢着青春
和热情的快闪来表达爱国之情。 2018

年学校就业工作成效显著，学生赴重点
行业、 关键领域就业引导比例近七成
（66.23%）， 博士生行业内引导就业达
86.96%。 此外，极地与深海发展战略研
究中心提交的观察员席位申请获得通
过，我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观察员席
位获得“零”的突破，“中国话语权”在这
一重要国际组织中正在加强。

校园是文化空间和传习场
所，五大工程培养学生的家国情
怀

华东师范大学古典校园建设以校
园为主要文化空间和传习场所，辐射附
近社区及海外， 依托学校各院系专业优
势，着力推进建设经典阅读工程、民俗体
验工程、非遗研习工程、艺术普及工程、

文艺创作工程这五大工程， 培育学生家
国情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经典阅读工程助学生了解传统
文化。

学校从 2015 年起开设国学工作坊,

邀请专家讲解先秦诗书、 六朝小品、唐
宋书法等传统文化精粹，开设国学经典
读书会，举办各种沙龙，近年来共举办
讲座 50 余场，读书会、沙龙 80 余期。 此
外还定期举办各类专题书展，广受师生
好评。

设立校园主题活动日, 将 “经典阅
读”列为三大主题之一，集名家讲座与
师生讨论于一体，在校园范围内掀起阅
读经典著作、传承中华文化的热潮。

举办“我读经典”征文大赛，创办 13

年来， 参与对象由校内扩大至全国，吸
引了全国 20 余所高校学子踊跃参与。

◆民俗体验工程，让学生在传统节
日和节气变化中感受传统民俗和民间
智慧的精妙。

从 2014 年开始， 学校每年定期举
办传统节日校园传承活动。 在清明、端
午、中秋、重阳四大传统节日中以学习

研讨、民俗展演、传统教育等形式弘扬
中华民族节日的精神内涵。近年来共举
办讲座、文化研讨会 30 余场，开展扫墓
戴柳、舞龙荡船、登高插茱萸等民俗活
动 20 余次。

清明祭祀倡议更是得到了北京师
范大学等 10 多所高校的响应， 在全国
产生了广泛影响。每年年底，举办“人人
写春联”活动，人人皆可参与，每年吸引
千余师生驻足参加。

而中国民间的二十四节气更是民
间智慧的集中体现。学校每年都举办二
十四节气传承实践活动，以二十四节气
为背景，以茶会为媒介，复原再现节气
习俗，传播茶道精神和传统文化。 两年
来在校内外举办了 29 个主题的 52 场
茶会。同时，探索建立美育课程体系，开
设“高校茶美育课-基础茶艺入门”系列
课程，现已向学生开放。

◆非遗研习工程，让传统文化辐射
至周边社区。

在华东师范大学， 每年的年画、鲁
庵印泥和琉璃制作三场大型非遗文化
展览不仅吸引了众多校园里的年轻人，

更是辐射到周边社区和中小学，成为民
族文化展示和传承的重要舞台。

每场展览的观展都超过 3000 人
次， 同时展览还配套多项教育活动，在
线上进行推送，向青年学子推广非遗文
化。两年来，邀请 10 余名非遗传承人走
进校园，如江南手织布—三林标布传承
人、端午香囊制作非遗传承人等，与青
年学子近距离交流，为师大学子教授非
遗技艺。

展览还走出校门，走进社区和中小
学，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艺术普及工程，让现代的年轻人
个个都“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文
艺演出平台“大夏舞台”，现已经成为学校
重要文化品牌之一。近年来，依托“大夏舞
台”，连续组织高水平的戏曲文化演出，展
现传统艺术的魅力，共引进京剧、昆曲等
各类戏曲演出 18场；举办“杏坛高议”，邀
请文艺名家进校园为师生讲解戏曲等艺
术，普及艺术知识。

同时，学校还发起全国大学生篆刻
大展暨现场创作大会，80 所高校学子
齐聚华东师范大学，以校训为内容进行
现场创作，集体展现汉字的魅力。

“书法小联合国”更是吸引了众多
的年轻人。原华东师范大学书法专业教
授周斌连续多年在联合国开设书法课，

推动书法艺术走向世界，在校园内也定
期为年轻学生开设讲座和课程，吸引了
一批书法爱好者。

“传统文化季”活动，以紫砂、琉璃、

茧画等多项传统艺术入手，通过名师授
课，作品体验等多个环节开展传统艺术
的学习传承。

◆鼓励学校师生参与文艺创作工
程，用原创作品弘扬传统文化。

学校面向全国中学生，连续组织了
3 届“青史杯”全国历史剧本大赛，征集
超过 1500 份原创历史剧本。 对遴选出
的优秀剧本进行再创作， 并搬上舞台，

在学校进行公演。

鼓励师生参与古诗词音乐创作。 通

过中西方作曲技法、演奏法来表达古诗
词优美的意境。 2018 年共创作 《关雎》

《大江东去》《枫桥夜泊》《蝶恋花》 等多
首古诗词音乐作品，根据苏轼诗创作音
乐作品《玉芙蓉》，并拍摄 MV，以多元
形式实践古诗词的传播。

依托我国悠久的尊重师德的优良
传统和学校的历史积淀，创作歌曲《师
说》，登上央视，并荣获教育部第一批高
校原创文化精品推广项目。 此外，学生
还创作、演出了《华夏路上》《光华！ 光
华！ 》等多部话剧以及舞蹈诗《正是风华
正茂时》等校园原创作品。

历经七年的培育、建设，华东师范
大学文化校园建设在思想教育、人才培
养、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 师生对活动的参与度高，受到了普
遍好评，彰显了学校在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上的独特形象。

推动校园文化建设成果走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为进一步巩固学校古典校园建设
成果 ， 推广校园传统文化建设经验 ，

华东师范大学不断总结经验， 梳理成
果， 完善建设机制， 不断提升文化建
设质量 ， 打造华东师范大学文化品
牌。 同时， 积极推动文化建设深入课
堂，走出校门，搭建合作平台 ，探索文
化育人新模式， 推动华东师范大学文
化建设成果走向世界， 在世界舞台讲
好中国故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 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 高校作为教育
与研究高地，肩负文化传承创新的神圣使命，更加应该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贯彻落实“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引领力，通过文化校园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华东师范大学坚持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 整合学校在人文艺术学科上的资源优势， 全力推进
“古典校园”建设，在优雅学府中，践行文化育人，培育栋梁学子。

海洋强国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也是时代发展大势。 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于甲午战败后的民族危
难之际，上世纪 80 年代，上海交通大学接受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捐资 1000 万美元，新建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成为中国
高等教育界从未有过的创举。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亟需一批船舶海洋方面的人才进行国防和经济建设，上海交大决定大
力发展船舶学科，造船学院应运而生。 近年来，上海交大船舶学科在完成“产”和“造”之后，开始“学”、“研”、“用”，填补了
领域内多个空白。 涌现出了诸如中国教育界和船舶工程领域大师杨槱、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中国第一艘
航空母舰“辽宁舰”总设计师朱英富院士，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徐芑南院士，海洋石油专家曾恒一、“船舶设计大
师”何炎平等榜样人物。 蓝色正越来越成为交大人代代相传、同心绘制的梦想情结。

2018 年，上海交通大学依托学校优势学科，围绕“建设海洋强国”战略要求，整合资源、精心设计，开展了“传承爱国
心，织绘深蓝情，投身海洋行”系列教育活动。 以理想传承、文化育人、实践行动为脉络深入开展活动，在全校范围内普及
海洋知识，弘扬海洋精神，传承海洋文化，激励青年学子积极投身于祖国最需要的行业中拼搏奋斗，体现上海交通大学跨
越三个世纪的使命与担当。

左图：“让报国
和奉献成为交大人
永恒的品质”———黄
旭华院士在交大“院
士回母校”系列活动
上的讲话。

下图：全国教学
名师刘西拉教授给
交大同学上思政课。

右图 ： 经典阅读工
程———主题书展活动。

下图 ： 文艺创作工
程———华东师大师生在上
海大学生校园歌会上演唱
《师说》。

下图： 艺术普及
工程———篆刻大展。

海洋共行党支部结对共建活动———打造交大红船足迹“共行计划”品牌项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增加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理解和认识，对于新形势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引导大
学生增强“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和重要的
时代价值。

让年轻人深刻理解优秀传统文化事关年轻人如何坚守核心价值观
之根，事关年轻人如何从中汲取爱国主义情怀，也事关年轻人的人格养
成。上海各高校积极开展礼敬中华活动，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将优秀传

统文化融于大学校园文化，让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传承与育人密切结合。
今年，在教育部主办的第五届全国高校“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
动中，上海各高校都以各自的创新措施以及扎实的效果受到好评。

其中上海交通大学的“溯家国情怀之源泉，奏与日俱进之华
章———‘传承爱国心，织绘深蓝情，投身海洋行’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入
选全国高校“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范项目，华东师范大学的“施
五大工程传家国情怀，建古典校园育时代新人———传统文化校园建
设”入选全国高校“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展示项目。

建古典校园，传家国情怀，育时代新人
———华东师范大学实施五大工程推进文化育人

“礼敬中华”：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校园传承、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