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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探索与思考

【摘     要】 我国的历史发展悠久，在全国各地都有着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历史文化资源也是地方长期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我国

的教育目标是为我国培养优秀的人才，在培养人才的目标上，国家要求人才具有高素质、高文华、高品德；政治认同、法制认同、

爱国守法等方面的良好素养，因此在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中，需要加入地方优秀的历史文化，在地方历史文化中感受

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与经济变化，在历史文化中找寻我国传统的美德和优秀的品格，同时也在历史文化中找寻一些与思想政治

相关的内容。本文主要探究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存在的重要性，对今后的结合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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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高校学生政治思想和理念的
有效途径，也是目前最为系统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程。高
校的思想政治课程是最具有时代化、思想化的课程，同时也是
针对性较强的课程。随着国家的发展，思想政治课程可在不断
的加深，为了能够实现思想政治课程中的教育、引导和育人的
目标，需要在思想政治课程内容中加入一些地方历史的文化资源。
将历史文化的资源融入到思想政治课程中，不仅可以拓展思想
政治的教学内容，还能够有效提升思想政治课程的实践性。

一、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的重要性

1.丰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内容
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是地方的精神文化和财富资源，是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也是在
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精神文化资源。将地方文化资源引入目前高
校政治理论课程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课程的吸引力，也
借用历史的发展来增加政治理论的说服能力。

政治思想课程的教学内容包含许多的内容，也是现阶段提
现国家教育方针的一个直接提现，思想正是理论课程作为高校
学生必须要学习的内容之一，课程特点具有大众性、公开性和
教育性，但也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复杂性和抽象性，让学
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完全理解思政政治的内容，让教学中很
难完成思想政治课的教育目标。将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加入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能有丰富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内容，让课
程不会过于的理论化、抽象化，从学生最熟悉或者生活中出发，
将思想政治的课程内容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这样的教学方式
可以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过于空洞的问题，让教学内
容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做到与学生思想进行同步，提升
课堂的生动性和现实性 [1]。

选择适当的历史文化资源融入到思想政治课程中，可以使
思想政治课程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在一起，丰富教学的资源，
增加教学资源的选择范围，优化教学课堂和教学的整体结构。

2.提升目前思想政治课程的课堂效果
思想政治课程的理论性较强，许多的内容都远离学生的生活，

在具体的政治理念上，教材给的解释太概念化，让学生光看书
本很难理解具体的内容，这样的教材内容和教学方式，导致学
生不能很好地掌握思想政治的内容。如果不能够在思想政治课

程中融合时代的精神，就很容易让学生陷入理解困境，从而影
响着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课堂的教学质量。

地方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可以反映地区内的风土人情、地
域特点和风俗，这些内容都是学生较为熟悉的内容，也是与学
生息息相关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历史，在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中加
入历史文化资源，能有将理论的抽象性和概念性用很简洁的方
式进行讲述，让学生能够从世界出发，理解和掌握这些抽象的
概念和只是，增强理的实际性和实践性，同时也能够增强学生
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2]。

3.有效的融入可以增加学生的使命感
学生的使命感是日积月累的教育中沉淀出来的，如果在教

师讲述都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学生缺少使命感的积累，或者是缺
少思想的沉积，那么不管教师的讲授如果精妙，都很难让学生
产生共鸣。加上目前的思想政治课程中没有生活实例的加入，
学生无法在生活中产生共鸣，因此即便教师的讲授在努力，也
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久而久之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越
来越低 [3]。

地方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源自学生的生活实际，从学生
身边的人事物出发，让思想政治课程更加具体化，增加学生的
感受能力和理解能力，让文化和生活结合在一起，这是地方优
秀历史文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课程最为明显的优势。在教学活
动中能够有效地让学生进行思想的沉积、使命感的堆积和生活
经验的累积，可以激发学生在学习上的无限潜能，在历史文化
中增加学生的探究欲望。只有学生能够主动地学习思想政治的
课程，才能够使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在教学中逐
渐产生兴趣，减少抵抗的心理变化，加强学生对思想政治内容
的理解和感悟，从而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提升使命感 [4]。

4.增强思想政治课程的实践性
高校教育最根本的目的是为社会输送更加优秀的人才，高

校学生也需要在社会中进行实践锻炼，现阶段社会的发展需要
综合性的人才，需要高校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以此来提升我
国的综合实力，推动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发展。地方优秀的历史
文化是我国历史发展在不同地区的文化体现，承载着我国优秀
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是看得见的生动历史形象，也是能够
具体化展现的社会实践内容。

优秀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有效地结合，
其一能够促使学生的学习与实际相结合，从历史发展中感受社
会的变化，从社会教育中增加实践经验，也是接受社会考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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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方式，让学生在学习和实践中找寻历史发展的足迹，增加
学生的创造能力；其二，将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与思想政治
课程进行结合，可以帮助学校与省会进行良好的互动，增进良
性的交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增加学生的社会
阅历，为学生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5]。

二、将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引入高校思想政治课
程的策略

1.将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变成思想政治教学资源
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都是地方独特的精神财富，在融入

的过程中需要教师进行精心的设计，比如：绍兴地区是我国历
史文化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在将绍兴的历史文化资源融入到
课程中时，需要教师在完全掌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
基础上，加强对绍兴历史文化的了解，然后将二者进行有效地
结合。此外，还需要教师善于观察，发现地方历史优秀文化资
源与思想政治课程之间存在的细微关系，善于挖掘绍兴历史文
化中的思想政治内容，将绍兴历史文化资源转变成思想政治课
堂教学内容 [6]。

例如：在中国近代史《灿烂的中国文明》讲授时，可以适
当的给学生普及绍兴的辉煌历史，以及在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名
人故事和文化古迹的讲解。以此来讲述中国历史文明以及加强
学生的传统文化传承，还可以给学生讲解绍兴书法大家王羲之
的生平和成就，用具体形象的人物事迹讲述中国辉煌的历史发
展。此外，在教学中，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展开以“绍兴革命家”
为主题的讨论赛，增强学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提升课堂
的趣味性增强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的
参与程度。

2.开设情景教学模式，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情境的教学模式主要是在教学中通过教师创设情境、模拟

历史场景以及学生扮演角色等方式展开教学，这样的教学模式
可以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共同对情境问题进行研究。在思想
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因为理论课程过于抽象难以理解，所
以加入情境教学的方式，不仅可以将地方优秀的历史文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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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还可以在情境中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对思想政治理论
课程的理解程度 [7]。

例如：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学中，
教师就可以利用情境教学的模式，为学生创设一个与课程内容
相关的情境，在情境中模拟觉得的探索历程。这样的情境创设
让学生模拟在改革途中的某一个事迹或者某一个片段，让学生
在其中找寻不同的角色进行模拟，在情境中体会人物的心情以
及当时环境下的艰辛。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领会思想政治理
论课程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在情境中感悟理论的开创历程，加
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和了解，加深学生的记忆力和理解能力，
在情境中唤起学生的热情和历史使命感，除此之外在情境教学中，
还可以增加学生的实践能力 [8]。

情境的教学方式需要教师掌握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情
境创设之前给学生普及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让学生自
主的利用互联网查询资料，了解人物的基本性格特征，自觉地
进行思考。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中，可以有效的提升学生在课堂
上的参与程度，也能调动学生对知识的探索欲望、创造能力，
从情境中培养学生的使命感，加强传统文化的传承，逐渐形成
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三、结语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有许多与历史相关的知识，因此在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加入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不仅能够提升学
生的使命感，加强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还能够有效地加强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实践性，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
感价值。有效地将思想政治课程与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相结
合，让抽象的思想政治理论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帮助学生更
好地掌握和了解思想政治理论。除此之外，地方优秀的历史文
化资源还能够带领学生体会当地的风土人情，开阔学生的视野，
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古代中东与中国陵寝文化比
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