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皖教秘〔2023〕297号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第二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基地遴选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

示精神，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普及，促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学校教育，决定开展第二批省级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以下简称“传承基地”）遴选建设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

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育人优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进

一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生机与活力，进一步深化学校美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学

校美育质量，让学生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参与丰富多彩的



— 2 —

实践活动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审美和人文素养，增强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育人导向，突出价值引领。遵循高等教育规律，

彰显美育、体育特点和校园特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文

化人，以美育人，以体育人。面向全体学生普及与推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学生心灵，引领学生自觉接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树立健康向上的审美观和正确的价

值观，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

（二）坚持特色发展，加强内涵建设。各高校要立足安徽地

域文化特色，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传承国家和地方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统工艺和民族传统体育等，形成

特色传承项目品牌，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以及对外合作交流等方面有机互动和相

互支撑，提高传承基地建设水平。

（三）坚持改革创新，推动协调发展。坚持客观科学理性的

态度，扬弃继承、转化创新，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

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四）坚持协作联动，促进开放共享。充分发挥传承基地的

平台和纽带作用，创新建设方式和管理模式，探索政府及主管部

门、学校、社会共建共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长效机制，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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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激发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更多的传

承载体、传播渠道和传习人群。

三、目标任务

面向全省高等学校遴选建设 10个左右省级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基地。探索构建具有安徽特色和高校特点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在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

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省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基地建设内容包括课程建设、社团建设、工作坊建设、科学研究、

辐射带动、展示交流六个方面。

（一）课程建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纳入高校课程体

系，通过课程讲授、聘请客座教授或购买服务等形式，组织各地

民族民间艺术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民间艺人、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传承人面向全校学生开设选修课并实行学分化管理。每

个传承基地应该有若干门面向全校学生的选修课程。

（二）社团建设。面向全校学生，在二级院系的平台上成立

规模和形式灵活多样的传承项目传习所（学生兴趣小组），在此

基础上建设校级传承项目学生艺术（体育）社团、俱乐部，包括

传承项目大学生艺术（体育）社团、传承志愿者联盟、爱好者俱

乐部等，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加强对传承项目

的推介和传播，推进校园文化创新建设。

（三）工作坊建设。整合学校和社会资源，配备优质师资以

及充足的器材、设施设备和场地，建设 1个以传承项目为主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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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工作坊，组织开展有关传承项目的系列主

题活动和现场实践体验活动。

（四）科学研究。依托学校现有相应研究机构或创建专门研

究中心，加强以传承项目为重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

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价值与内涵，探索新时代背景

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理念与路径。

（五）辐射带动。利用基地建设丰富的师资与课程资源，辐

射带动当地的文化建设，组织专家定期到中小学校、社区、乡村、

企业等地开设专题讲座, 选派艺术、体育专业优秀教师或学生担

任指导教师，为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支持。积极开展基于传承项目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活动，不断扩大覆盖面和受益面。

（六）展示交流。每年结合传统节日，组织开展学校艺术、

体育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活动，充分展现传承项目的

建设成果。加强高校校际间、高校与中小学、高校与社会在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经验与成果交流，创新交流方式，丰富

交流内容，共享建设成果。

四、申报条件和遴选建设程序

（一）申报条件

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和具备相关传承项目建设工作基础的高

等学校均可申报。申报的基本条件：

1.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高度重视学校美育、体育工作，

领导班子对基地建设工作认识到位、规划清晰、保障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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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校级领导分管，有相关机构牵头，成立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基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

实践活动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有较好的工作基础，形成了代表

性的成果，在全省或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

3.能够建立稳定的、结构合理的传承项目专兼职教师队伍，

有相关学科和领域的牵头人和相关学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承人参与。

4.有传承基地负责人（以下简称“传承教师”），传承教师

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含副高），有相关传承项目的教学科研成

果，至少担任传承基地一门课程的教学任务，能够长期承担传承

基地建设工作。传承教师如有工作岗位变动等情况，原则上须继

续负责传承基地建设工作。

5.具有充足的开展传承项目教学和实践活动的器材设备、场

地设施条件，能够提供传承项目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经费和条件保

障。

（二）遴选建设程序

1.自主申报。符合条件的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上报，各校须

对申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核把关。已经建有全国或全省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基地的高校，勿再申报同类别项目。

2.省级遴选。省教育厅在各校申报的基础上，组织专家通过

材料审阅、现场抽查等方式进行评审，统筹工作需要和基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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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研究确定入选名单，经公示后，认定并公布传承基地名

单。

3.推动建设。传承基地不搞“终身制”，采取动态管理的方

式。传承基地所在高校要指导传承基地积极开展建设工作，适时

对传承基地建设情况进行校级动态监测和复核检查。省教育厅将

组织开展传承基地建设工作中期评估，对不合格的，取消传承基

地称号。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管理。传承基地所在高校应加强对传承基地建设

工作的领导，明确学校分管领导和工作责任人，成立工作协作组，

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牵头具体实施。要制定发展规划，形成建设方

案，完善工作机制，落实保障配套条件，创造性地组织实施，切

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传承基地所在高校须于每

年 12月底前，根据基地建设方案和有关工作要求，对照目标任务，

形成年度工作总结报省教育厅。

（二）强化支持。省教育厅将持续支持传承基地的建设工作，

对经遴选认定的基地命名为“安徽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

地”，对开展工作确有成效的传承基地，将通过各种途径介绍和

推广典型经验，并根据改革与发展规划，结合建设整体布局，予

以经费、课题、平台等政策上的支持。

（三）示范引领。各高校要充分发挥传承基地的示范引领作

用，将典型引领与整体推进相结合，组织开展专题培训研讨、现



— 7 —

场推进会、成果交流展示等活动，逐步建立和完善传承基地辐射

带动本校本地区的美育工作推进机制。

请申报传承基地的高校填写《安徽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基地申报书》（附件 1），已经被认定为全国或全省传承基地的

高校填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负责人信息表》（附件 2），

于 2023年 12月 25日前分别将《申报书》《信息表》报省教育厅

体卫艺处（Word版、PDF盖章版发送至指定邮箱）。联系人：

林旭，联系电话：0551-62831843，邮箱：ahtwyc@126.com。

附件：1.安徽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申报书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负责人信息表

安徽省教育厅

2023年 10月 24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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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徽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申报书

学校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承项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徽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制

2023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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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要 求

1. 申报书中各项内容用仿宋体填写。

2. 已经建有全国或全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的高校，勿再

申报同类别项目。

3. 表格文本中如有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写清全称和缩写，再

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4. 本表栏目未涵盖而需要说明的内容，备注填写。

5. 表格空间不足的，可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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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负责人信息

校级主管

负责人

姓名 性别 民族

职称 职务 专业

电话 （办公、传真）

艺术教育

部门（院系）

负责人

姓名 性别 民族

职称 职务 专业

学历

学位
电话 （办公、手机、传真）

邮箱

项目协作

部门负责人

部门 姓名 职务 专业 手机 办公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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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承基地负责人信息

传承基地

负责人

姓名 性别 民族

职称 职务 专业

学历

学位
电话 （办公、手机、传真）

出生

年月
邮箱

相关工作业绩（8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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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与人员信息（含各部门人员）

姓名 年龄 学历/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承担教学/管理任务 专职/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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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有建设基础

传承项目内容、创新点与特色、保障投入、组织实施的资源优势等



— 14 —

三、建设目标

总目标（为期三年）

分年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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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方案

包括：课程教学、社团建设、工作坊建设、科学研究、辐射带动、展示

交流等方面的建设构想，项目实施的步骤、经费投入、组织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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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成果

预计完成情况，文字音像资料档案，成果展现内容、形式以及有效性、

影响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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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校推荐意见

学校

推荐

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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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负责人信息表

学校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承项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徽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制

2023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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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要 求

1.申报书中各项内容用仿宋体填写。

2.表格文本中如有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写清全称和缩写，再

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3.本表栏目未涵盖而需要说明的内容，备注填写。

4.表格空间不足的，可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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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承基地负责人信息

传承基地

负责人

姓名 性别 民族

职称 职务 专业

学历

学位
电话 （办公、手机、传真）

出生

年月
邮箱

相关工作业绩（8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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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推荐意见

学校

推荐

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皖教秘〔2023〕297号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第二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基地遴选建设工作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