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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项目：本论文为 2024 年度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党建思政研究课题“龙舟竞渡精神与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构
建研究”成果，项目编号：DJ2407

一、前言

新媒体主要指的是继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

体之后，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的推

动下，发展起来的全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是美国

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在

1967 年提出的。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当今

互联网时代得到了扩展。无线移动和其他与计算机相

关的新媒体形式都可以说是新媒体。而在这种大背景

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渗透、融

合方式也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本文主要针对新媒

体背景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龙

舟文化在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应用展开深入探

讨与剖析。

龙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活动当数龙舟赛。相传，

这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龙舟赛是一项集体性的

水上运动，队员们需要紧密配合、协同作战，这体现出

中国人民勇敢、团结、拼搏和创新的精神［1］。同时，

龙舟赛也是一种文化活动，伴随各种歌舞、祭祀等传

统仪式，吸引了大量观众。将这种极具特色的文化融

入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对丰富高职院校校园文

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福州地区龙舟文化发展现状

“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赛龙舟

作为我国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已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源远流长的龙舟文化展现了远古

先民对龙图腾的崇拜，同时也凝聚着意蕴深厚的人文

精神与历史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赛龙舟时，

场面壮观，比赛者整齐划一、劈波斩浪，岸边观众呐

喊助威、喝彩连连。赛龙舟本身便具有极强的观赏

性，而各地赛龙舟活动独具特色的形式和配套习俗，

又进一步增强了其吸引力。福州地区的龙舟文化历史

悠久，发达的闽江水系、交错密布的内河水网，也为

福州龙舟赛的发展提供了先天优势［2］。福州龙舟文

化是福建龙舟文化的组成部分。福建龙舟的历史可以

上溯到闽越时期。相传，浙江、福建一带断发文身的

百越先民在独木舟上刻龙形纹饰，以使水中蛟龙以为

同类，护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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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不仅蕴含了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更是中华民族共同

记忆和文化情感的载体。其中，龙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和

重视。龙舟赛，作为一种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水上竞技运动，不仅展现了体育竞技的魅力，更承载了中

国人勇敢、团结、拼搏和创新的精神内涵。文章以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为例，通过文献查阅和案例

分析法，深入探讨了龙舟文化在当前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价值、面临的挑战以及应用策略。针

对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现状，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首先，高职院校应积极探索龙舟文化

与校园文化的深度融合，通过引入专业教师、丰富文化资料、创新教学形式、提升课程开发等措施，

提升学生对龙舟文化的认识和兴趣。其次，强化文化认识，使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领会龙舟文化背

后的精神内涵。最后，本文还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课程开发等应用对策，以期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

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通过深化对龙舟文化的认识和应用，不仅能够丰富校园文化内涵，提升校

园文化品质，还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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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龙舟文化在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应用的

重要意义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具

有深远影响，而校园体育文化对校园文化的建设又有

深远影响。龙舟文化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龙舟竞渡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项目，以其独特的魅力获得全国乃

至世界人民的喜爱。大学生是党和国家的未来，处于

社会转型时期的大学生，应树立集体主义观念、爱国

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成长为高素

质复合型人才。

龙舟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教育意义的学习资源，有

助于培养当代大学生积极的生活态度，将其应用于高

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有利于保护和传承民族体育文

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

自豪感。将龙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还能够提高

高职院校对龙舟文化的重视程度，完善此项运动的开

展条件，强化专业人才培养等［3］。

四、龙舟文化在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应用

探讨

为研究新媒体背景下，龙舟文化在高职院校校园

文化建设中的创新应用，文章以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

院的校园文化建设为例，展开探讨与剖析。新媒体时

代指的是数字化媒体盛行的时代；新媒体主要指在信

息技术、互联网技术迭代进步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全新的媒体形态。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于 2021 年 3 月组建龙舟

男子队，11 月组建龙舟女子队，积极弘扬船政精神

和传承龙舟文化精神。2023 年 9 月，福建船政交通

职业学院水上运动协会正式成立。学校通过水上运动

文化和船政文化的融入，培育学生的文化自信和爱国

情怀，培养学生团结拼搏的精神和吃苦耐劳的优良品

质［4］。针对该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龙舟文化的创

新应用如下。

（一）应用挑战

1. 形式与内容较为单一

在实际应用龙舟文化的过程中，相应工作的开

展，还停留在较为浅显的文化知识传授层面，基本以

学生对文化的欣赏为主。应用形式的选取、龙舟文化

助力校园文化建设内容的设计，并未与学校的实际发

展需求有机结合。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龙舟文化

的了解基本相似，这明显与学生的成长规律、审美需

求、校园文化创新需求等不符。部分院校为了在相应

的竞赛中获得名次，仅仅对校园中的小部分学生进行

龙舟运动强化训练，这与龙舟文化在校园文化建设中

应用的初衷相悖［5］。

2. 专业师资力量匮乏

在推进龙舟文化校园传播的过程中，相关部门需

要重点关注师资力量建设。相关调查显示，现阶段，

师资力量的不足已成为制约龙舟文化在高职院校校园

文化建设中应用的首要因素。在大部分院校中，存在

教师、教练经过短期培训后，便直接上岗的情况。实

际上，这些教师、教练并不具备传播、应用龙舟文

化的能力，这对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十分不利［6］。

（二）应用对策

1. 加深文化认识

目前，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已成为构建和谐校

园的重要内容，将龙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对培

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维护校园团结、维护社会安定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提高对龙舟文化的重视度，将

其作为构建和谐校园文化的有效工具。一方面，要利

用龙舟文化的天然魅力，更新宣传手段、丰富宣传内

容、激发学生的校园文化建设热情，让学生通过电

脑、手机等多种媒介了解龙舟文化，培养其爱国主义

情感，抵制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净化学校环境［7］。

另一方面，应通过建设龙舟文化体系、制定严格的龙

舟文化学习准则、大力推广龙舟文化，建设和谐的校

园文化［8］。可充分利用抖音、微博、微信等，录制

龙舟文化短视频，促进校园龙舟文化体系的构建。

对高职院校来说，龙舟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有助

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和文化素养，也可以充分反映

学校的文化建设成果，从而助力学校文化建设与发

展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9］。发展龙舟文化的目的在

于培育学生的人文精神，转变传统的校园文化建设观

念，将优秀的龙舟文化价值观渗透进校园文化、课程

体系，展现龙舟文化的功能，让学生积极参与校园文

化建设，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精神品质，能为高职院

校校园文化建设质量的提升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加

深对龙舟文化的认识，也有助于教学形式、内容的丰

富，以及整体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10］。

2. 提升教师课程开发能力

在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想要保证龙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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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应用效果，不能忽视教师课程开发能力的提

升［11］。需充分展现新媒体时代文化传播形式的变化，

让教师、学生均成为传播龙舟文化的载体。教师不断

学习，能提高科学研究和教学水平，促进高职院校教

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同时，学校与教师也必须基于龙

舟文化的应用，进行校本课程的开发。教师只有不断

学习，加强沟通，才能使校园文化建设与龙舟文化融

合，从而达到预期效果［12］。围绕学生需要开设的校

本课程为需求主导型课程，需求驱动是指以学生的实

际发展需要为核心。在满足了学生的需要后，高职院

校能逐步找到自身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形成

自身特点，提高教学质量［13］。

而基于龙舟文化的需求主导型校本课程模式，充

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传承传统文化的

坚定信念［14］。校本课程的开发由学校教师负责，过

程中存在一定的弊端。要有效克服校本课程开发中的

弊端，必须建立健全的内部评价、自我改进机制，做

好校园文化氛围营造。当然，也要推进校本课程与龙

舟文化结合，推进高职院校校园文化高水平建设。教

师在开发龙舟文化校本课程、赛龙舟校本课程的过程

中，应将龙舟文化自然而然地引入课程体系构建、校

园文化建设［15］。

3. 积极开展宣传

想要保证龙舟文化在高职校园文化的建设质量、

实践效果，高职院校应积极开展宣传并及时更新宣传

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宣传过程中，可以采用

新媒体播报等形式，使龙舟文化渗透到学生的日常

生活当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随着新媒体的出

现，院校可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开展宣传活动，营造校

园文化氛围，新媒体宣传和龙舟文化的结合离不开技

术的支持。基于此，在新媒体平台传播龙舟文化，需

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保持开放的心态，引进先进的

技术手段，并将其与龙舟文化融合。这有利于打破师

生对龙舟文化的刻板印象，提升龙舟文化的影响力。

充分宣传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参与龙舟文化探究

主题活动，模拟划龙舟的情形。在模拟过程中，教师

要注意观察学生的表现。针对积极性不足的学生，教

师要采取适当的激励策略，激发学生兴趣。教师要根

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打造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的

活动空间，进而让学生在良好的情境氛围中，探索龙

舟文化的精神内涵，通过积极的宣传与探讨，加强龙

舟文化建设。

五、结语

龙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

聚了深刻的文化精神、丰富的文化内涵，将其融入高

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对高职院校的平稳可持续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文章基于高职院校校园

文化建设与龙舟文化的结合，探讨如何在校园文化建

设中更好地应用龙舟文化，以期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

底蕴的丰富、精神的塑造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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