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传统文化 培育时代新人 

—辅导员年度人物推荐人选张婉婷事迹材料 

【个人经历】 

张婉婷，女，汉族，1987 年 2 月生，中共党员,南京工

业职业技术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辅导员，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业硕士，讲师，国际中文教师、生涯规划师。曾任计算机

与软件学院团总支书记，现任计算机与软件学院学工办主任，

“太阳花”辅导员工作室主持人，“全国优秀大学生国学社团”

指导教师，累计带教 7届专科生、2届本科生 2468 人。个人

曾获全国大学生 2022 寒假“返家乡”社会实践专项活动“全

国优秀先进个人”“江苏省社会实践先进工作者”“江苏省优

秀共青团干部”“江苏省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奖”等荣誉。所

带学生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员、江苏省优秀毕业生、江苏省三

好学生、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江苏省优秀青年志愿者 20 人，

获高水平竞赛奖项30余人。公开发表论文14篇（含 EI两篇）、

主持厅级以上课题 2 项，校级重点课题 3 项，参与全国教育

科学规划课题 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1 项。 

【工作思路】 

2023 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鲜明

提出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即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工作十余年来，张

婉婷坚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中，她以“太阳花”辅导员工作室为载体，采用“专家团



文化引领+导师团文化育人+学生团文化实践”相结合的模式，

深入挖掘南京地域文化资源，注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

克思主义原理相结合，探索“馆校共建”“校地共融”“校企

共创”的“大思政”格局。 

（一） 馆校共建，非遗云课堂赋能文化传承 

她组织辅导员工作室成员依托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优秀传

统文化资源，围绕文化强校，做好讲清、挖掘、阐发、宣传，

彰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在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

固元气、展特色，进而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凝聚人心、

服务群众的独特作用。“非遗文化进校园”作为学校大学生校

园文化艺术节的传统品牌活动，一直备受师生好评。她紧密

围绕南京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非遗云课堂系列课程研

发，邀请国家级非遗大师与新生代非遗传承人在直播间与青

年大学生共同畅谈新时期如何创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经 18 名非遗专家、10 名高效教授和 3 名艺术老师悉心指导，

工作室累计制作 48 个课程视频，播放量超 100 万。 

（二）校地共融，文化志愿服务融入社会课堂 

她的辅导员工作室与南京团市委合作推进“公益暑托

班”，逐步形成了校地协同的立体式网络思政云平台，成为推

动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支撑平台。2020

年，她指导学生团队参与五福家园“学子联盟”共建高校进

社区的系列活动，开展“品味传统文化 传承非遗薪火”传统

文化进社区活动。五福家园社区 100 多名小学生与非遗传承

人近距离接触，了解非遗技艺的文化内涵，体验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她依托工作室联合西善桥街



道团工委办公室、妇联、江苏省文化产业协会、南京市民俗

博物馆等单位，定期通过直播间在线开讲，给街道的小学生

送上最丰富的“非遗大餐”。使辖区群众可以足不出户在家学

习优秀传统文化和手工技艺，拓宽了非遗文化的受众。2022

年，她带领工作室成员与尧化街道团工委共建，共同开展尧

化街道青田雅居社区暑期夏令营暨“青春实践团”进社区活

动。2023 年，她通过强化校地资源共建，融入社区“十月青

年”品牌志愿者力量，为社区青少年打造“七彩假期”。工作

室累计为 4个街道 10 个社区青少年提供丰富的美育课程，吸

引了超过 10 万人次观看，收到 46 封各地社区的感谢信。 

（三）校企共创，城乡互动课堂助力乡村美育振兴 

她带领辅导员工作室携手学院人工智能教研室、南京阳

光心汇心公益基金会、三步科技打造“城乡互动课堂”，利用

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多种互动教学技术，调动东部优势教育

资源，为乡村希望小学提供持续的、专业的、长期的、互动

的传统文化“云”研学课程。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最大化

提升乡村小学学生的文化素养，以教育共享，实现教育公平。

在此基础上构建“TEACH”五合一课程体系，研发根植乡村青

少年家国情怀的系列美育课程，课程辐射 18 所由省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励志阳光助学基金会援建的乡村希望小学，为 20676

人次乡村小学生带来 609 课时云课程，累计 1800 人次志愿者

参与。 

【育人实效】 

她深耕实践育人领域十余年，与博物馆、街道社区共建

4 个文化素养实践基地，整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中国民俗



学会等平台的专业力量，共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立德树人成效显著 

指导学生荣获省级以上奖项 10 项，100 余人获得实践基

地颁发的“优秀志愿者”荣誉。其中，王智强同学获评“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中国自强之星”，黄鑫权同学获评“国家

奖学金”，宋清卿获评“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陈浩然获评

“江苏省优秀青年志愿者”“江苏省大学生抗疫先进个人”。

颜文佳获评“江苏省手绘乡村实践活动优秀志愿者”。在推进

的非遗云课堂系列活动中涌现出一批批优秀的青年志愿者

们，他们中有“钱氏”剪纸传承人钱赛等新生代非遗传承人，

他们在非遗大师的悉心指导下组成青年讲师团，“新匠人”们

重拾非遗“老手艺”，他们秉承“敬业乐群”的校训，在社会

实践中提升综合素养，让传统文化借由新的载体，散发着强

劲的生机和活力。 

（二）实践育人成果丰硕 

2021 年，她参与的馆校地合作项目“500 娃娃学非遗”

获评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博物馆协会主办的“2015-2019

年度博物馆研学课程及线路推介活动”优秀课程（民族民俗

类）。针对具备非遗特色的“城乡互动课堂”的调研报告荣获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色专项省一

等奖。2022 年，她参与的馆校共建的“博物馆云课堂”公益

网络课入选全国文博社教百强案例。她依托学院省党建标杆

院系创建的契机撰写的《党建引领文化志愿服务 合力打造大

思政格局》工作案例入选中国教育报学校党建创新工作专栏。



2023 年，她撰写的工作案例《以“非遗直播”为载体创新网

络思政课堂》获评第六届全国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品推选展

示活动工作案例优秀奖。2024 年，她撰写的《以非遗直播为

载体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入选“思想政治教育学

科建设 40 周年暨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高峰论坛。 

【经验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

和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是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也是引领大

学生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她积极探索和挖掘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搭建文化志愿服务平台，组建数十个文化志愿服务团队扎根

基层，挖掘地方非遗资源，整合社会资源、建设非遗云课堂，

讲好网络大思政课，探索教育强国背景下高校实践育人的创

新方式，以工匠精神引领职业本科院校师生为推进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书写青春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