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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课“本土化”改革，指的是调整思政课的

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突显出地方特色，实

现“地域文化”与“思政课”融合发展。襄阳地域文化

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实践证明，“襄阳地域

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发展，可以在多个方面

取得积极效应，不仅可以提升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质量，

还可以大力弘扬襄阳地域文化。为了更好地发挥襄阳地

域文化的作用和优势，推进高校思政课“本土化”改革，

首先要深刻理解襄阳地域文化渗透思政课的意义。

1  襄阳地域文化渗透思政课的意义

1.1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襄阳地域文化渗透思政课，可以很好地培养和提高

学生的文化素养。襄阳地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

为学生打开了新的学习之门。学生可以通过学习思政课，

领略襄阳地域文化的博大精深。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有

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而人文素

养来源于什么？人文素养 [1]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人文

素养来自生活，来自文化，来自艺术。襄阳地域文化涉

及名胜古迹、历史人物、民间艺术等多个类别，是学生

感受文化，感受艺术的有效途径。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

融入襄阳地域文化，对于教师来说，是落实人文素养的

重要途径。对于学生来说，是领略地方文化的重要窗口，

可以很好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1.2 构建襄阳本土化特色思政课
襄阳地域文化有自己的特点和魅力，如，襄阳的考

古文物有青铜器、玉器、彩陶、陶瓷等；民间艺术形式

有刺绣、木雕、编织、皮影戏、奇石、版画等。这些具

有襄阳地域特色的文化形式、艺术形式 [2]，具有极高的

学习价值和研究价值。襄阳地域文化渗透思政课，有利

于构建襄阳本土化特色思政课。思政课的内涵重在从思

想意识上影响人、培养人，襄阳地域文化对于高校学生

来说，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氛围，可以带给学生亲切感，

让学生对思政课的内涵有更具体、深刻的认识。对于高

校教师来说，深入研究襄阳地域文化之后，将“襄阳地

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丰富

现有的思政课教学体系，开拓出特色化思政教学路径。

1.3 推动襄阳文化和艺术的发展
对于襄阳本地人来说，他们耳濡目染的襄阳考古文

化与民间艺术形式在新时期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发扬下去

呢？这是值得现代人思考的问题。襄阳地域文化渗透思

政课，在提升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也很好

地推动了襄阳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具体来说，一方面，

高校是培育人才的重要阵地，教师在思政课上普及襄阳

地域文化 [3]，就是对襄阳地域文化和艺术的一种正面宣

传；另一方面，高校学生是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者，高

校学生毕业后可能会去全国各地工作、生活，但因为心

中有关于襄阳地域文化的情结，会自发地将优秀的襄阳

地域文化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这座城市，热爱

这种文化。

2  襄阳地域文化的主要类别

2.1 襄阳地域文化之“名胜古迹”
在襄阳的地域文化中，襄阳的名胜古迹是一大亮点。

每一年，前往襄阳旅游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喜欢参观

的名胜古迹一般有：楚皇城遗址、华夏第一护城河、三

顾茅庐的古隆中、雕龙碑史前文化遗址、私家园林习家

池、鹿门山、鹿门寺。这些名胜古迹不仅有悠久的历史、

极高的研究价值，还蕴含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如，三

顾茅庐的古隆中讲述的就是“刘备三顾茅庐”[4]的故事，

再比如说：鹿门山、鹿门寺之所以称之为“圣山”，就是

因为这里曾有伟大诗人孟浩然、皮日休的故事。在漫长

岁月的演变下，这些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成为“名胜古

迹”的内在精髓，成为襄阳地域文化中的一部分。

2.2 襄阳地域文化之“杰出人物”
襄阳经常被形容成“人杰地灵”，这其中，人主要指

的是襄阳从古至今的杰出人物。尤其在我国历史上，襄

阳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如，东汉皇帝刘秀、三

国政治家诸葛亮、文学家宋玉、唐代诗人孟浩然、鉴赏

家卞和、画家米芾等。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不仅有各

自擅长的领域，还都具有较高的品行修养，成为现代人

学习的榜样。

2.3 襄阳地域文化之“民间艺术”
民间艺术来自民间，发扬于民间，价值可以影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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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方方面面。在襄阳地域文化中，璀璨的民间艺术

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老河口木雕、南漳刺绣、绘画

书法、皮影戏、襄阳竹编等。除此之外，襄阳还有许多

非物质文化资源，如，薅草锣鼓、高跷花鼓、襄阳花鼓

戏、独臂皮影、端公舞等，这些非物质文化资源很容易

被现代人忽略。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地域文

化，这其中，保护襄阳地域非物质文化资源，是重要内

容之一。

3  襄阳地域文化推进思政课“本土化”改革路径

3.1 渗透襄阳地域文化  营造高校思政氛围
合理地渗透襄阳地域文化，可以很好地营造高校思

政氛围，让学生获得多方面的思政熏陶。具体来说，高

校可以从这些方面去努力：一方面，高校可以将襄阳地

域文化融入校园的宣传栏、学生的寝室墙，形式可以是

“襄阳地域文化创意海报”，也可以是一些科普知识，例

如：“襄阳花鼓戏的由来”“襄阳皮影戏的历史演变”“三

顾茅庐的古隆中”等，这样一来，学生在学习之余，可

以从校园的点点滴滴之中感受襄阳地域文化的魅力，进

一步激发学生对历史、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兴趣，有利于

落实高校思政课中的人文素养教育；另一方面，在营造

校园文化氛围的过程中，教师要打开思路，不仅要充分

利用传统的媒体形式进行襄阳地域文化的宣传，还要善

于运用一些新兴的媒体形式宣传襄阳地域文化。如，高

校微信公众号、高校抖音、高校头条等，学生不仅可以

从这些新媒体平台获取襄阳地域文化的相关资讯，还可

以主动地参与襄阳地域文化的讨论、交流，有利于形成

良好的校园互动氛围，可以进一步落实高校思政课中的

集体主义教育、核心素养教育。

3.2 结合襄阳地域文化  设计思政教学内容
在思政教育中，教师重点要落实的是：爱国教育、

集体主义教育、人文素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这

些内容从概念上来说，确实是比较抽象的。如果教师

想“化抽象为具体”，就不能只是从概念上对学生进行

灌输，而要从“生活实例”上，对学生进行循循善诱的

启发。为了进一步推动高校思政课本土化改革，教师可

以结合襄阳地域文化特色，重新设计思政教学内容。具

体来说，第一，从襄阳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角度，激

发学生对思政课的学习热情。在襄阳地域文化中，襄阳

的考古文化，是古人智慧的结晶，高度展现了我国古代

生产业、制造业的水平。除此之外，襄阳的民间艺术形

式，是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艺术魅力的重要窗口。高校

教师可以通过信息化技术，以图文并茂、动画视频的形

式展现这些襄阳地域文化，让学生对襄阳地域文化产生

研究兴趣，激发学生想要保护、传承襄阳地域文化的责

任感，而这种责任感是学生内在修养的一种提升，是思

政课教育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第二，从襄阳地域文化的

杰出人物角度，启发学生做一个品行高洁的人。在我国

历史上，襄阳是著名的荆楚文化发源地，当时的楚人通

过自己的艰苦创业，建设家园，发展生产力，创造文化

艺术。教师可以列举这些古人的事例，对学生进行“实

例讲解”。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列举“三国政治

家诸葛亮”“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故事，对他们进行人

物分析，一方面，让学生感受他们做人的智慧，另一方

面，让学生感受他们做人的坚持、执着、爱国情怀，让

学生从中获得启发，立志做一个像他们一样品行高洁 
的人。

3.3 感受襄阳地域文化  开展思政实践活动
为了进一步带领学生感受襄阳地域文化的魅力，高

校还可以积极组织各种思政实践活动。举例来说，高校

可以带学生参观襄阳的名胜古迹，楚皇城遗址、华夏第

一护城河、雕龙碑史前文化遗址、私家园林习家池等，

让学生切身感受地域文化的魅力，激发学生想要去保护

地域文化，弘扬地域文化的热情。对襄阳地域文化的弘

扬，其实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爱国精神的体现。再比如

说，高校可以组织“襄阳地域文化知识节”，通过讲座、

问答、社团活动等多个渠道，宣传襄阳地域文化。在准

备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学生会主动探究襄阳地域文化的

历史背景和人文底蕴，对学生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学

习途径，可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4  结语

高校思政课“本土化”改革，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

工程。襄阳地域文化的渗透，是思政课“本土化”改革

的切入点，有力地推动了高校思政课改革。在这个过程

中，为了不让思政课改革流于形式，高校教师要把握好

思政课改革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学习兴

趣、学习需求为根本出发点，科学规划思政课教学体系。

唯有学生通过襄阳地域文化，提升了个人综合素养，才

能从思想意识上更好地理解思政课内涵，实现高校思政

课改革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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