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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专业教育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路径解析
陆  青    罗天春    刘  慧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贵州安顺 561000

[ 摘要 ]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三全育人”，因此本文将以烹饪专业为例，

分析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现状和产生的原因，立足于在专业课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理念，探讨如何在专

业课教学活动中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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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曾经指出：培

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和怎样培养人，是当前高校

教育应认真思考的三个主要问题。当代大学生是

国家未来发展的栋梁，是推动整个民族向前进步的

根本，担此重任不仅需要过硬的知识和技能，还需

要具备良好的思想素质，因此大学生的思想教育问

题不容忽视。在思政教育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高校必须要把整个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

的全过程，培养正确的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

怀，加强品德素质修养。

如何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三全育人”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即全员育人、

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三全育人”的内涵是指

大学生的思想工作不仅仅是由政治辅导员承担，其

他的专业教师也应担负起教书育人的重任，在专业

课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理念，积极参与到大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本文将以烹饪专业为

例，探索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的路径。

一  烹饪专业学生的思想现状

为探索适合高职院校烹饪专业学生的课程思

政方法，课题研究组针对高职一、二、三年级的学生

进行了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分析，高职院校烹饪专

业的学生在思想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分类归纳

后总结如下。

（一）职业目标不明确，缺乏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

大部分学生选择烹饪这一专业的初衷，是为了

学习一门手艺或者是自己喜欢美食，但对于未来的

自身职业目标非常模糊，在校内没有学习规划，毕

业之后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也不了解厨师的职业

发展路径及相关的技能等级证书，缺乏有效的职业

生涯规划。

（二）对专业的认同感较低，学习态度不端正，学

习目的不明确

学生报考烹饪专业时，对该专业报有较高的期

望值，认为自己学习了专业技能后，就能成为做出

各种美食的大厨，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较高的收

入。但进校接触专业课后，首先遇到的是枯燥、反

复的基本功练习，一部分学生在这一环节很难坚持

下来，导致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目的不明确。没

有练就扎实的基本功，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当基

础，会使学生在接下来循序渐进的各种烹饪技法学

习中感到吃力，慢慢地丧失了对专业的认同感，学

习态度也逐渐消极。

（三）对中国的传统美食文化缺乏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均

提到了文化自信，作为当代大学生，对中国的传统

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应有充分的认同和尊崇。

对烹饪专业学生而言，掌握娴熟的烹饪技能是根

本，提升对中国传统美食文化内涵的自我理解是外

延。但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学生对于中国美食文化

的了解程度是一般或很少，对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

元素并不知道，甚至有学生提到做到菜品味道好吃

就行，不用去了解相关的知识文化，一道菜单纯地

只是“一道菜”，失去了最重要的文化内涵。

（四）未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开设烹饪类专业主要集

中在高职院校，本科院校较少，国内还开设了很多

以培养技能、考取技能证书为主的民办培训学校。

烹饪专业学生在面临就业时会遭遇挫败，因为企业

在选用厨师时，更加看重技能而非学历，一名高职

毕业生进了后厨，也需要从最基本的岗位做起。于

是毕业生中就会出现先择业才就业的错误观念，在

等待择业的过程中，一部分学生由于长时间脱离实

操岗位，导致专业技能逐渐生疏，时间一长，很多学

生不能接受“四处碰壁”，最终可能选择“转岗”。

[ 基金项目 ] 高职院校中课程思政嵌入方式及成效研

究——以烹饪专业为例（安职院一般基金立项 D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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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烹饪专业学生思想现状的原因分析

第一，高职院校的生源素质参差不齐，文化内

涵和理论功底较弱，没有养成较好的学习能力和学

习习惯，因而在学习专业技能和接受思想教育时主

动性不强。第二，在校内接受到的思想政治教育对

学生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提到思想政治教育，大

多高职学生认为是 “说教”、“念经”，感觉和自己的

实际生活联系不大。目前在校内接受思政教育的

渠道主要来源于思政课教师和政治辅导员，而且大

多是通过高校思政课程或主题班会的形式进行，这

样的教育方式会慢慢丧失对学生的吸引力。思政

教育不是一蹴而就，不好“喊口号”，不是“学文件”，

也不是填鸭式灌输，而应该是润物细无声式的感化

和影响，这样学生接收到的信息才具有说服力，才

能深入人心。第三，网络文化的冲击和社会现象的

影响。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也

要清醒地认识到，网络是把双刃剑，在给我们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会有大量不良的、负面的文化冲击

着信念不坚定、价值观不稳定的高职学生；社会上

还有一些偏离正确“三观”的现象和事件，让本来

思想很不稳定的学生，无法辨别对错和善恶，甚至

给学生做了坏的引导，让学生对社会、对生活、对学

习，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

三  专业课程教育中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径

（一）弘扬中华文化，传承节日美食

民以食为天，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

流长。美食是每个传统节日的活动载体，传统节日

文化牢牢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与文化情怀

中，但现在很多学生对中国的传统节日习俗不够了

解，更不知道习俗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因此专业

课教师可组织烹饪专业的学生在元宵节、清明节、

端午节、中秋节时，动手学习制作汤圆、清明粑、粽

子、月饼等传统美食，还可以分组制作南北特点的

节日特色食品，之后向其他同学介绍本组的美食作

品及其文化内涵，并互相分享，达到寓教于乐、德技

双修的目的。通过此类专业教学活动，可增强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提升文化自信。

（二）为家乡美食代言

人类学家说过，人们对于家乡的思念，莫过于

那一口熟悉的食物。当学生进入二年级阶段，有一

定的专业技能基础后，教师可鼓励和指导学生发掘

和整理家乡的美食，组织开展线上“我是黔菜代言

人”活动。学生通过挖掘地方美食，传承发扬家乡

菜的传统制作工艺，可录制烹饪视频、拍摄美食图

片、介绍食材特色上传网络平台，开展线上投票，这

样可激发学生对于传承乡土美食文化的热情，丰富

贵州地域饮食文化。

（三）知恩感恩，回报社会

专业教师可充分利用好“第二课堂”，给学生

布置一项课外任务，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为家人

做顿饭”，感谢父母，给予你生命，抚养你成人；“为

老师做顿饭”，感谢老师，教给你知识，引领你成才； 

“为朋友做顿饭”，感谢朋友，让你感受到生活中的温

暖。通过这样的活动，培养学生形成感恩意识，使其

知、情、意、行在情理交融中实现自我完善，最终懂

得回报社会，提高职业认同感，增强社会责任感。

（四）阅读经典，提升文化素养

 当代大学生大都是“低头一族”，每天花很多

时间在“玩手机”，很少去翻阅书籍，手机只是“娱乐

工具”而不是“学习工具”，通过手机、电脑了解的知

识可以说大部分是“快餐文化”、“碎片知识”。为提

升烹饪专业学生的职业竞争力，让其展现出与短期

培训班学员不一样的专业能力，就需要丰富学生的

文化底蕴。而文化底蕴和内涵的积淀是需要一个

过程的，因而从大一开始，专业课教师把“发现诗词

和名著中的美食”当作主题，布置教学任务，使学生

带着任务去读书查找资料，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文化

素养，而且丰富了饮食文化知识。

四  结语

烹饪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可以融入到专

业课程教学中的，将课程思政理念贯穿教学全过程，

不仅能提升学生的思想素质，同时也能够激发学生

学习专业技能的热情，最终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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