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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红色文化融入广东高职思政课教学的路径探析
杨　亚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岭南红色文化作为我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和重要的教育意义，将其融入广东高职思政课教学，

是深化教学改革，发挥本地资源优势，提升文化育人实效的重要举措。基于此，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得出的数据结果探析岭南红色文化融

入广东高职思政课教学状况及所存在的现实困境，继而针对性提出有效融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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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红色文化源远流长，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凝结了诸

多精髓内涵，亦体现着广东地区人民厚重的革命传统和文化底蕴，

作为广东地区的重要精神财富和文化符号，在教育领域也可发挥

重要作用。思政课是高职教育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是立德树人

的主渠道，将岭南红色文化融入广东高职思政课教学中，有助于

推进广东特有的红色文化教育普及和创新发展，同时也可为建设

思政综合教学体系提供新渠道。但当前岭南红色文化融入状况并

不乐观，存在教学资源开发不足、教学组织形式单一、学生主体

性较差、师资力量较为薄弱等现实问题，这些是阻碍岭南红色文

化有效融入广东高职思政课教学，以及文化育人功能更好发挥的

重要因素。因此，探索可行性融入路径对促进广东高职思政课教

学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岭南红色文化融入广东高职思政课教学的现状

为了探明岭南红色文化与广东高职思政课教学的融入情况，

今年来，笔者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广东省五所高职院校“岭南

红色文化融入本校思政课教学”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涉及 95

后 -00 后年龄阶段的在校高职学生 1500 余人，包括计算机、管理、

艺术设计、茶艺与茶文化等专业。

基于广东省五所高职院校“岭南红色文化融入本校思政课教学”调研数据分析统计表（节选）

问卷题目 选项 1 占比 选项 2 占比 选项 3 占比 选线 4 占比

你对岭南红色文化了解多少？ 基本了解 13.3% 了解一点 52% 基本不了解 32.2% 完全不了解 2.5%

你认为有必要将岭南红色文化融入本

校思政课教育吗？

很有必要 56.6% 有必要 35.2% 不知道 6.6% 其他 1.6%

在你平时接受的本校思政教育中是否

提及或运用到岭南红色文化？

经常提及或

运用

31% 有时提及或

运用

43.5% 较少提及或运用 21.5% 从未提及或

运用

4%

你主要通过哪些途径了解和学习岭南

红色文化？

网络 52.1% 课堂 32.5% 身边人讲述 11.6% 其他 3.8%

你是否希望岭南红色文化进一步融入

本校思政课教育？

非常希望 38.6% 希望 50.3% 无所谓 5.5% 其他 5.6%

你的思政老师如何将岭南红色文化融

入课堂教学？

口头讲述相

关内容

44.6% 多媒体展示

图片、影音

28.8% 组织学生讨论、

分享、展示

23.4% 其他 3.2%

如果继续用你体验过的岭南红色文化

资源融入本校思政教育的方式，你觉

得怎样？

很好，乐意

接受

42.5% 感到单调 21.2% 有一定效果，也

需要改善

33.9% 其他 2.4%

你认为你的思政课老师将岭南红色文

化融入课堂教学有哪些不足？

老师对融入

岭南文化不

够重视

16.6% 老师对岭南

文化运用的

有限

33.8% 老师运用岭南文

化的形式单一

36.2% 其他 13.4%

你希望你的思政老师如何将岭南红色

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

网络平台推

广

30.8% 开展岭南红

色文化节

23.7% 参观校内外岭南

红色文化展馆

22.2% 融入假期社

会实践

23.3%

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对岭南红色文化总体持肯定和

认同态度，他们普遍认为宣传、了解岭南红色文化不仅可以帮助

大学们了解岭南红色革命历史、继承优良革命传统，还可以使他

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增强对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抵御能力，

多数学生表示还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岭南红色文化的滋养和熏陶。

但是，岭南红色文化融入广东高职思政课教学仍存在学生参与度

不高、教学方法单一、文化育人效果有限等问题。

（一）教学资源开发不足

调查显示，虽然多数学生对岭南红色文化资源有了解，对岭

南红色文化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表面，对其深层次的价值和现实

意义的理解还不够。在岭南红色文化融入广东高职思政课教学的

过程中，许多院校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地岭南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

对岭南红色文化缺少有效的开发手段且挖掘力度不足，以致教学

中所引用的大多为抽象理论，缺少鲜活且典型案例，进而使得思

政课教学陷入灌输和说教的困顿局面。

（二）教学组织形式单一

调查发现，网络和课堂是学生了解岭南红色文化的主要途径，

但还没有完全发挥其传播、感染、影响学生的积极作用，而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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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也因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相对滞后，导致学生

认为理论课仍然是大量灌输，学习兴趣普遍偏低。

（三）学生主体性较差

数据可知，许多高职思政课教师对调动和启发学生主体性发

挥的重视度不足。学生课堂主体性的弱化，极大影响了学生参与

课堂的积极性，同时也削弱了岭南红色文化融入广东高职思政课

教学的育人效果。

（四）师资力量较为薄弱

当前广东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存在结构性不足的问题，虽然高

职思政课教师多数为名校毕业，具有较强的理论功底，但许多教

师对岭南红色文化的了解还不够深入，以至于在教学过程中难以

做到灵活运用。

二、岭南红色文化融入广东高职思政课教学的路径

（一）整合岭南红色资源，丰富思政教学内容

在岭南红色文化融入广东高职思政课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

要提高融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首先，明确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和

目标，系统梳理出课程内容与岭南红色文化的逻辑切合点。在立

德树人背景下，高职思政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引导

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因此，

在融入岭南红色文化时，可将如理想信念、人生价值、中国精神、

道德素养等主题作为岭南红色文化的结合点，提高教学的针对性。

其次，基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特点，明确他们学习思政课

的需求，并有选择性地融入岭南红色文化，提高文化融入的精确度。

具体做法包括通过学情调研等方式，了解高职学生的学习需求和

兴趣，将岭南红色文化自然地融入教学中。第三，结合岭南红色

文化现有资源和高职思政课教学需求，整合多样化的教学资源。

一方面，将岭南红色文化转化为富有特色的教学案例，过程中要

关注具有传承价值和教育意义的内容。另一方面，以岭南红色文

化为核心，创建思政课教学专题，将文化中的道德精神、思想观

念和人文精神融入专题，展现地方特色，增强认同感。

（二）创新教学组织形式，加强教学平台建设

加强教学平台建设对于岭南红色文化有效融入高职思政课教

学具有重要意义。为满足教学和学生需求，需要考虑岭南红色文

化的多样性，创建不同类型的教学平台，从而提升该文化的影响

力。第一，搭建岭南红色文化网络平台，设立资源库，集中归类

整理岭南红色文化相关的微电影、纪录片和宣传片等，为学生自

主学习和课外浏览提供丰富素材。其次，搭建实践教学平台，创

新实践教学方式。在校内，可以通过学生会、社团、协会等组织，

定期举办以岭南红色文化为主题的活动。在校外，可以加强与红

色旅游景区、红色文化遗址等的合作，开展实地考察、红色文化

体验等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岭南红色文化的魅力。最后，

充分利用思政课堂主阵地，精心设计课堂教学活动，引导学生采

用小组合作探讨和交流等方式，讲述地方传统文化故事，加强交

流与互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三）提升学生主体意识，增强课堂教学实效性

以教师为主导，着重凸显学生主体意识，有助于借助岭南红

色文化培养高职学生良好的人文素质。在具体进行思政课教学时，

教师应积极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兴趣，有效协调教与学之间的平衡，

逐步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在理论课程中，可以引导学生讲述

岭南红色文化故事，融入典型案例，激发学生的深入思考与讨论，

增强对岭南红色文化的认同感和接受程度。在实践教学中，通过

组织学生制作文化宣传短片、设计岭南红色文化纪念品、参加岭

南红色文化知识竞赛等方式，引导学生在体验中感悟岭南红色文

化内涵，以实现学生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转变。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教学能力

确保岭南红色文化融入广东高职思政课教学的质量，还需要

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打造专兼职相结合的高质量师资团队。

首先，跨界组建打造师资团队。可以将校内外岭南红色文化研究

专家、学者以及传承人吸纳到广东高职思政课兼职教师队伍中，

与现有思政专任教师共同组成专兼结合、稳定性较强的教师团队。

其次，建立互补合作机制。即在开展思政课程教学过程的不同环

节中，充分发挥各类教师作用，实现优势互补。确保从岭南红色

文化资源开发、思政课程设计、实践活动组织和实施等环节，都

有优秀教师把关。如，研究岭南红色文化的专家学者和传承人，

对岭南红色文化的内涵有着非常深入的理解，可以作为岭南红色

文化资源的开发者。思政课教师系统地学习理论知识，对教学内

容和要求相对熟悉，在岭南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政课程过程中，

可以发挥主导和推动作用。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将岭南红色文化融入广东高职思政课教学，需要

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深入挖掘岭南红色文化资源、创新教学方法、

提升学生主体意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通过这些措施，有望

实现岭南红色文化在高职思政课教学中的有效融入，培养学生的

人文素养，增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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