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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思政育人路径研究
苏玫瑰

（池州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安徽池州　 ２４７０００）
　 　 ［摘　 要］课程思政与“新文科”建设存在较强关联。在“新文科”背景下，《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的研究对象
“文化”蕴含思政教育功能，文化输出者角色要求主动进行思政教育，这使得该门课程思政具有“次显性”优势，但文
化的多元化、文化产业的经济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课程思政形成挑战。在具体实践中，要通过“坚持社会效益优
先原则”“提升课程思政素材质量”“优化课程思政融入方式”等手段来发挥优势，避免劣势，达到课程思政的育人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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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未来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现
代科学技术与文化产业相融合正在产生数字文创、创意设
计、智慧广电等新业态。《文化产业经济学》是以文化产业为
研究对象，为文化产业发展培养有文化、善创意、懂产业的复
合型人才的课程。在将新业态引入教学，完成“新文科”建设
要求的同时，也需要不断探索课程思政的育人路径，才能达
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一、“新文科”背景下实施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分析
（一）是国家《新文科建设宣言》的必然要求
蓬勃发展的新一代科学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在人

才需求、知识生产模式、学术研究范式、教育教学场景等层面
对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带来了全面挑战。为
了应对挑战，国家从教育战略高度提出“新文科”建设。２０２０
年《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提出：“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
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必须强化价值引领，必须牢牢把握文
科教育的价值导向性。”由此可见，课程思政是“新文科”建设
过程中实现价值引领的必要手段和重要保障，高校若要在
“新文科”建设中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需要实施以课程
思政为路径的教学改革。

（二）是应对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的必要手段
今天，人们的社会生活已经被现代科学技术广泛渗透，

在享受由其带来的便利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伦理问
题。在社会理论层面，存在着“被生物技术和数字技术介入
的社会身体问题、被算法机制控制的人类认知独立性问题、
被数据和算法中介的社会关系问题”。在社会实践层面，存
在着“大数据隐私安全伦理问题”“技术滥用问题”“法律责任
主体难以判定问题”“数据绑架数据监控伦理问题”，以及例
如“以金融创新之名行套利之实”“医疗虚假广告”“流量至
上”“唯票房论”等各种具体情景中行为人的价值选择问题。
这些问题会对社会主流行为和主流价值观形成挑战。高等
院校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培育基地，应当主动承担起“防患于
未然”的责任，以课程思政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
种法律法规政策等“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地注入学生的
价值体系当中，为日后学生走向市场、走向社会筑起一道价
值观防御体系。

（三）是融合工具理性教育与价值理性教育的必要措施
马克思·韦伯将人的行为动机分为互为存在基础和条

件的两种理性，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为了避免人性的扭
曲与异化，个体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接受工具理性
和价值理性的教化。但在“新文科”建设中，工具理性可能从
两个方面对文科的价值理性形成僭越。

一是对研究对象的“价值理性”进行僭越。以文化管理
类专业为例，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化”，其对整个社会具有
政治、道德、审美等方面的价值引领和教化功能。可当“文化
＋经济＋科技”的现象出现后，具有强烈工具倾向的“经济理
性”与“科技理性”就对文化的“价值理性”形成僭越。２０２１
年某节目组只顾获取流量，某商家只顾获取销量，把打榜二
维码设在牛奶瓶盖内，由此引发的“粉丝打榜倒牛奶事件”，
就是对长期以来“勤俭节约、浪费可耻”主流价值观的一种
僭越。

二是对传统文科教学手段的“价值理性”进行僭越。现
代信息教学技术广泛融入教学手段，虽然提高了教学效率和
效果，但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和隐匿了教学功能、异化了教学
对话关系，奴役了教学主体”。以多媒体为例，教师在不断追
求ＰＰＴ设计是否精美、线上线下教学工具是否熟练运用、学
生参与的人次和频次是否达到一定量等形式；学生被限制于
由情境、知识、互动构成的程式化学习中。教学活动中师生
的主体性地位已然受到技术的排挤和剥夺，意义和价值的建
构也被漠视。

而要重新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防止“新文科”建设
出现人的异化和人性的扭曲，需要开展课程思政，在不断地
将现代科学技术融入文科教育时，要充分思考技术选用是否
适当、人性发展是否自由、人生导向是否正确、情感沟通是否
缺失、人文关怀是否到位等具有价值倾向的问题。

二、“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思政的优势与劣势
（一）“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思政的优势
１．课程研究对象“文化”蕴含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文化产业经济学”是一门文化类课程，其研究对象“文

化”本身就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首先，优秀的文化具
有坚定正确方向的政治育人功能。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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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
诗词箴言文化，蕴含着古老中国人的崇高理想、家国情怀和
民族精神等，阅读、学习、观看优秀文化作品能够引导教育对
象成为理想信念坚定的合格人才。其次，优秀的文化具有规
范道德行为的道德教育功能。以电视节目《中国好人》为例，
无论是为大山女孩点亮梦想的时代楷模张桂梅，用生命诠释
担当的村支书孙孝元，还是为家人筑起“爱的港湾”的郑寿
儿，他们的故事都在向教育对象弘扬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
人品德等教育内容。最后，优秀的文化具有提升审美能力的
审美教育功能。如中国书法艺术，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笔墨点画、行次章法等表现出中国独特的形式美。学生在学
习该门课程时，需要阅读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观看大量的
优秀影视作品，时刻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２．文化输出者角色要求主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逻辑为：文化输出者将自己独特的

思想、情感和对社会、人生、宇宙等的看法凝结在文化作品中
向外输出；文化接受者（教育对象）通过文化作品与文化输出
者进行人生观、道德行为、审美倾向等方面的交流与碰撞；在
或反对批判、或感动共鸣的情感体验中不断修正自己的人生
价值观、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而按
照文化生产规律，能够成功输出投入市场的文化作品必须达
到文化接受者的要求，即“一定的精神劳动成果对对象发现、
揭示、阐述、塑造、表现的深刻性程度，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
识和把握的真理性程度，对用以表现所有这一切的形式的独
创性、文化和美学的个别性程度”。学生要想学好该门课程，
他们必须从文化接受者角色转换为文化输出者角色，要在创
作自己的文化作品时就充分考虑文化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
功能，在想要“正人”之前首先要完成“正己”过程。

（二）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思政的劣势
１．文化的多元化增加课程思政的引领难度
课程思政的引领作用在于将处于思想涣散、价值矛盾、

伦理混乱、道德背反、情感参差状态的众多教育对象荡涤激
浊、凝神聚力。课程思政必须依托能直接作用于人类思维的
文化载体。但文化形成于泥沙俱下的历史长河，因人类主体
不同而具有民族性、因利益群体不同而具有多元性、因地理
环境不同而具有地域性、因时空环境不同而具有时代性，因
而不一定都能代表当前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社会的主流
文化和与主流文化方向相一致的亚文化就对个人和社会发
展起到积极作用；而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不一致的反文化则会
对个人和社会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文化产业经济学”的授
课对象多为喜爱文化的文科生，他们长期主动接受着多元文
化的熏陶，一些淡化、消解、甚至反对主流价值观的糟粕文化
会对其思想形成诱导和冲击。同时，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加持
下，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更是借助不同的新媒体渠道对学生
群体进行参透，其中夹杂着大量虚假信息、低俗文化、矛盾观
点、负面价值等，这都对课程思政的价值引领提出挑战。
２．文化产业的经济理性挑战课程思政的价值理性
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文化商品一旦投放市场，文化便

具有了“经济理性”，即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利己主义倾
向。这种“经济理性”与文化本身的“价值理性”相割裂，会导
致资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不惜牺牲文化精神表达和价值
引领的自由。例如电影市场上的文艺片与商业片之争，其巨
大的经济收益差距，直接导致文艺片的排片困境和高雅艺术
文化的传承困境。课程思政的本质是保持文化的价值理性，
即引导人们树立并且不断深化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审美

观。在教授“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时，一方面要教授学生经
济理性思维，即如何利用文化去获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另
一方面又要坚守文化的价值理性初心，这给该门课程的课程
思政带来很大的挑战。

三、“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
“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思政的优势与劣势，决定其课程

思政具有“次显性”特征。既不像思政类课程那样外显，让学
生一看课程名称就产生排斥心理；也不像理工类和非文化类
课程那样内隐，需要费心尽力去挖掘思政元素，还容易产生
“两张皮”。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
展该门课程的思政育人功能：

（一）坚定“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优先的思政原则
将“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就会导致“经济理

性”挑战“价值理性”。关于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究竟谁优
先问题，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都有清晰的论述。在党的十
六大报告中，国家在文化发展指向上表现了对文化社会效益
的绝对重视，没有提到经济效益；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国家
在发展指向上虽然坚持社会效益放首位，但把经济效益提到
了空前重视的程度，提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但从
２０１２年开始，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都坚
持的论述为“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相统一”。因而，可以以“经济理性”思维将文化作为商品、
产业推向市场，实现其经济价值，但实现经济价值只是一种
手段，其根本目标还是要实现文化的社会效益，即政治价值、
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这是“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思政必
须坚持的思政原则。

（二）提升课程思政素材的质量
“文化”的思政属性决定了该门课程自身就拥有丰富的

思政素材，“文化”的多元化决定了必须要注意提升思政素材
的质量。一方面，可以选择国家认证的优秀文化作品作为思
政素材。如在讲述文化艺术价值时，可以选择广播电视总局
重点关注的影视剧《问苍茫》来作为案例，分析作品中所蕴含
的理想与信念、奋斗与牺牲等艺术价值。在讲述原创性文化
生产时，可以选择２０１６年Ｇ２０峰会文艺演出中的《美丽的传
说》为案例，来分析如何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民间故事创
新性呈现在重大演出舞台上等。另一方面，可以选择经过历
史验证的经典文化作品作为思政素材。如在讲授传统文化
创新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时，可以选择《经典永流传》综艺节
目为案例，在引导学生学习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能引导学生
了解诗词背后的文化知识与人文价值，达到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树立文化自信的思政育人功能。

（三）优化课程思政的融入方式
１．充分讨论中的思政引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

就会去占领”。文化就是我们宣传思想、坚守意识形态的基
本阵地。作为学习该专业的学生，不可避免地会与社会各种
新观点、新思想接触，并受其影响。一些明显破坏国家和社
会的观点容易甄别，但有一些观点却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
“和平演变”。例如近年来互联网关于年轻人状态的一些流
行语，“丧文化”“佛系青年”“躺平”“摆烂”等等，经过一些自
媒体的歪曲解读和刻意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消解年轻人
积极进取、努力拼搏的生存价值观。我们必须要主动将这些
新观点引入课堂，进行充分讨论，完成去伪存真、守正守心的
思政育人任务。例如，在学习文化的政治价值时，可以将这
些网络流行语引入课堂，让学生完成两个假定性的思考，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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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自己从现在开始‘摆烂’，那么四年后、十年后、三十年
后分别会是什么样子？”和“假设自己从现在开始努力拼搏，
那么四年后、十年后、三十年后分别会是什么样子？”在强烈
的对比中，引导学生自行破除“摆烂”式的生活方式，在积极
进取中为自己的人生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２．角色互换中的思政感悟
在未正式工作之前，学生的日常生活身份主要是消费

者，对文化作品的感受和评价也多是从文化消费者的角度来
阐释的。在课程思政中，可以尝试设计一种情景假定，让学
生转变为文化生产者，将文化艺术价值通过作品传达给文化
消费者，如“如何展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阳腔的艺术
价值”。在完成这个情景假定的过程中，学生首先需要思考
和挖掘青阳腔有哪些艺术价值，学生会比文化消费者更早感
悟到青阳腔“‘畅达人情’与人性之美、‘殉意变更’与自由之
美、‘时尚滚调’与通俗之美、创新之美”等艺术价值，提升自
己在戏曲文化方面的审美能力。其次，学生需要将“人性”
“自由”“通俗”“创新”等艺术创作理念内化为自己的文化创
作修养，并且在创作中思考如何表达自己对“人性”“自由”的
看法，如何将青阳腔戏曲与人民大众生活联系起来，以及如
何创作出更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状态的青阳腔作品。最后，在
作品创作完成投放市场后，学生会更加关注观众对其作品的
反映。在与观众不断交流碰撞中，学生完成了对消费者文学
艺术价值引导，同时也完成了对自身艺术素养的内省和提升。
３．课程考核中的思政育人
文化类的课程具有“次显性”思政特征，无论是在过程考

核还是在期末考核中，都可以加大思政元素的考核力度。例
如，在讲述“文化企业行为之专利版权”这一知识点时，可以
布置作业考核：以“琼瑶诉于正案”为例来讨论专利与版权制
度的两个难题。学生在完成这份作业时，要去认真研读《中
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查询案件相关的资料、观看有关
庭审视频，这样可以提升学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违法必究”的法律意识，规范学生日后的从业行为，达到
思政育人的效果。在期末试卷考核时，可以加大思政素材的
材料分析题比重和思政问题引导力度。例如，将习近平总书
记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述、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述以及一些地方在这些方面的探索
整理成材料分析题，围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自信等进行提问，让学生在考核中
完成思政育人功能。

（四）利用课外实践平台，检视巩固课程思政育人成果
目前大学生的课外实践平台主要有各类赛事平台、大学

生志愿者服务、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暑期“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等。在课程学习的同时，可以组织学生完成这些
实践任务来检视巩固课程思政育人成果。例如，组织学生申
报《网络新媒体时代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的活态
化传承研究》的大创项目。学生在申报、论证、计划、执行的
整个过程中都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政策与价值、黄梅
戏的相关政策与价值、活态化传承等有深入的思考，项目的
顺利完成也意味着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上取得
了成绩，达到了《文化产业经济学》课程思政的效果。

四、结语
课程思政作为当前凝聚民族精神、汇集人才力量的重要

手段，必须要贯彻到整个“新文科”教育中去。《文化产业经
济学》作为培养文化产业从业人才的重要课程，必须运用课
程思政来把好高层次人才的职业素质关。而如何才能更好
地开展课程思政，需要更多的教学实践去验证、去总结、去
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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