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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红色资源优势，加强农村职校德育工作开展
蒋建荣

（全州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广西 桂林 541508）

摘要：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加强农村职校德育教育工作开展，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促进农村职校学生全面

发展和进步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农村职校德育教育工作开展问题研究过程中，注重利用红色资源优势，加强资源共享整合，

借助于实践教学，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推进学校德育工作的全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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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开展社

会主义建设、深化体制改革。在此过程中，红色基因深深融入每

个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

不畏困难艰险、坚定保家卫国的革命精神与使命担当。《论中国

共产党历史》中指出：“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教育、青少年

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依托红色资源优势，做好农村职校德育工作，是培育爱国情怀、

传承革命精神、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

我国已经迈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新形势

下，农村职校学校德育工作者需要进一步认识到红色资源之于德

育工作的重要性，积极推动其在德育工作中的融入，以充分发挥

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培养更加可靠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与接

班人。

一、红色资源之于农村职校德育工作的价值与意义

依托红色资源优势，开展农村职校德育工作，不仅对于学生

思想素质的提升，还是德育工作的高质量开展有着重要意义，更

是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

（一）推动德育工作高质量开展

在农村职校德育工作中引入红色资源，能够有效丰富德育内

容与资源，还可有力推动德育工作的高质量开展，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

1. 提高德育工作实效

在农村职校德育工作中引入红色资源，如播放红色歌曲、讲

述红色故事，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红色文化内涵，增强对红

色文化的认同感，使得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红色文化的熏陶与

浇花，并外化为自身的实际行动。与传统理论灌输式德育工作方

式相比，这种更加生动、鲜活的德育方式，不仅能够推动农村职

校学校德育工作的改革与创新，还可促使学生在对红色资源的探

索与感悟中，理解红色文化，实现自我教育，从而提高德育工作

实效。

2. 助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达成

红色资源背后所蕴含的爱国情怀、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等红

色精神，在新时代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以红

色资源为依托的红色文化教育，与农村职校德育工作可以说是同

根同源的。因此，在德育工作中，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深层把握

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不仅有助于新时代农村职校学生增强对德

育工作的认同感，更有助于达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3. 提高德育工作实效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修养

依托红色资源优势开展农村职校学校德育工作，能够让当代

农村职校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把握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进而

不断提高其思想品德修养。

1. 坚定学生理想信念

红色资源产生、形成、发展于革命战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采取的最终

胜利，社会主义改造才得以顺利推进，中华民族才能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学生只有全面了解红色资源的形成、发展历程，

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才能树立更加坚定、

远大的理想与信念，才能更加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小我与大

我的关系。

2. 培育学生务实精神

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困境、

逆境中不断开拓进取，结合中国国情，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的革命道路，体现出了鲜明的务实精神，而这正是构成红色文化

的重要元素之一。依托红色资源开展德育工作，有助于培育学生

的务实精神，引导学生活学活用，进而更加高效地达成实际工作

目标。

二、基于红色资源的农村职校德育工作开展策略

（一）牢记红色历史，保护红色资源

1.“显现”红色资源

从历史纵向来看，我国红色资源分布极为广阔。自 1918 年 7

月，李大钊发布《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至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已经有了长达百余年的传播史；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也已经

走过了 102 年的光辉历程。百年风雨，砥砺奋进，走过了抗日战争，

走过了民族解放、走过了改革开放，走过了经济腾飞……走进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时间分布来看，自 1918 年以来，红

色资源延续至今天；从地域分布来看，全国上下，从抗美援朝到

西藏解放，全国各地的红色遗产、红色资源遍布全国每一寸土地。

总之，我国有着异常丰富的红色资源。但是想要让这些红色资源“显

现”出来，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博物馆在做好挖掘、保护红色资

源工作的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引发社会各界对红色资源的关注。

特别是包括农村职校学校在内的各级学校，更是要充分发挥红色

资源的育人作用，推动其在德育工作中的融入，为德育工作提供

更加丰富、鲜活的素材，切实提升德育工作成效。

2.“保护”红色资源

我国红色资源丰富、数量众多，但是可利用的数量却相对有限，

在农村职校学校德育工作所发挥的作用也相对较弱。在农村职校

学校德育工作中，想要使得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首先，需要提升红色资源的可视性，使其成为一种可利用、可参观、

可学习的重要资源，做好红色资源的保护工作。而红色资源的保护，

需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红色故事与情怀，使其以精神渗透的方式

融入包括农村职校学生在内的广大青少年的思想与生活中。

3.“激活”红色资源

当前，我国所能看到的红色资源，很多都是以残桓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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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枪旧炮、破衣烂衫的形式呈现的。但是这些看似一文不值的物

质背后，往往蕴藏着丰厚的精神财富。在农村职校德育工作中，

我们需要唤醒这些红色额资源，让它们“活”起来。而激活红色

资源，就需要创新对它们的保护、利用形式。德育工作者可充分

利用各种新技术、新手段，对红色资源进行再创作，使其以故

事、视频、全息投影、3D 打印等学生们更加喜闻乐见的方式出

现在他们的视野中，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红色文化、感悟红色

历史，从而提升红色资源的吸引力，使得德育工作更具实效。

    4. 加强红色资源的教育引导

为了更好地发挥红色资源的育人作用，农村职校需要加强对

红色资源的教育引导。首先，学校可以通过组织参观活动，带领

学生深入了解红色资源的历史背景和意义。通过参观红色遗址、

革命纪念馆等场所，学生们可以亲身感受到红色资源的魅力，增

强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其次，学校可以开展红色主题

教育活动，如组织红色故事讲解、红色诗词朗诵比赛等。通过这

些活动，学生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红色历史，感受到红色精神

的力量。同时，学校还可以邀请红色文化专家、革命老战士等人

来校讲座，与学生们分享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感悟，激发学生的爱

国情怀和责任感。此外，学校还可以通过开设红色课程，将红色

资源融入到日常的学习中。例如，在语文、历史等课程中，加入

红色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故事，通过阅读和讨论，引导学生思

考和探索红色文化的内涵。同时，学校还可以开设红色实践课程，

组织学生参与到红色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中，让学生亲身体验红

色资源的珍贵价值。

最后，学校应该注重对红色资源的持续传承和创新利用。红

色资源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学校需要通过制定长远规划，确保红

色资源的传承不中断。同时，学校还应积极探索新的利用方式，

结合当代教育技术和手段，创新红色资源的呈现形式，使其更贴

近学生的兴趣和需求。

（二）加强红色教育，提升思想意识

1. 推动红色资源在课堂中的融入

红色资源作为农村职校学校重要的德育资源，应在做好对其

的挖掘、保护工作的同时，深入农村职校学生的课堂教育、日常

生活之中。红色资源在课堂教育中的融入，首先需要创新课堂教

学方式。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所在，教书与育人是不可分割的。

在农村职校教育中，课堂是传播知识、传授技能的主战场、主阵地，

但是德育的融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将红色资源融入各学科课堂，

以更加生动的形式、鲜活的内容培育学生的爱国情怀、务实精神、

文化自信，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够为

学生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正确的思想指导与精神指引。此外，

红色资源在课堂教学中的融入，不仅需要学校的努力，更加需要

全社会的关注。部分家长认为，课堂就是用来传播知识、传授技

能的，而不应该涉及德育，占据课堂时间。其实，从人才培养的

本质来看，智育好比人的体魄，而德育就好比人的灵魂，有体无

魄有何谈全面发展呢？只有把握好德育这一根本，推动红色资源

在课堂教学中的恰当融入，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念，促进其全面发展。

2. 推动红色资源在活动中的融入

在农村职校德育工作中，除课堂教学外，课下活动也是至关

重要的。教师要在合理安排课下活动的基础上，推动红色资源在

其中的融入，以更好地锻炼学生，提高德育成效。农村职校学生

正处于青春期，他们精力旺盛、好奇心强、探索能力强，也正是

因为这一特点，导致部分教师认为他们难管难教。而在德育工作中，

教师应尝试转变方式，充分发挥农村职校学生活泼好动这一优势，

使其在课下活动中充分展示、散发魅力。例如，在每年的国庆节、

建党节、建军节等重要节日时，可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红色

主题活动，如唱红歌、讲红色故事、红色征文等；学校的各类社

团，如书法社团、舞蹈社团等，同样可以通过组织各种社会活动，

来传播红色文化，让红色资源在校园内掀起新浪潮，从而使得学

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红色文化的熏陶。

3. 推动红色文化在生活中的融入

各地各级博物馆不仅保存着古代历史，更是红色资源的收藏

之地。学校可利用周末、节假日或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如国庆节、

建党节、建军节等，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到博物馆去接受红色文

化的熏陶，促使学生在红色资源的直观冲击下，感受红军战士、

共产党员在面对各种困难、挑战，甚至生死抉择时的勇敢、坚毅，

理解红色资源背后的红色文化、红色额精神，从而以更加生动、

鲜活的方式接受德育。

（三）分清主次关系，实现均衡发展

1. 处理好红色德育与历史教育的关系

推动红色资源在课堂教学、课下活动以及学生日常生活中的

融入，是做好农村职校德育工作的重要途径。但是红色德育是基

于红色资源，提炼出来的具有思想引领作用的德育内容，它对学

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历史教育则是通过引导学生系统学习

历史上某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内容，使得学生通过记忆、掌握，了

解当时的社会现状，进而对历史形成全面认知。因此，在开展红

色德育的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将其与红色历史教育区分开来，正

确处理二者关系。

2. 正确处理知识教学与德育的关系

学科课程教学更侧重于学科知识的传播、专业技能的传授，

红色德育在其中的融入，则应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充分利用

各种红色资源，有机融入红色资源，实现以红色资源激励人、涵

养人、引导人，强化农村职校德育教育。但是在推动红色德育在

学科教学中融入的同时，也要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一方面，

教师要在不断增强教学技能的同时，掌握正确的教育方式，以更

好地推动红色德育在知识教育中的融入；另一方面，知识教育作

为农村职校教育的立足之本，需要教师在对学科知识进行系统讲

解的基础上，将红色德育分布、分次地灵活融入其中，把握好二

者的平衡。

三、结语

总之，依托红色资源开展德育工作，需要德育工作者在理解

红色资源之于农村职校德育工作的价值与意义的基础上，充分“显

现”红色资源、“保护”红色资源、“激活”红色资源，推动红

色资源进课堂、进活动、进生活。在此过程中，还要正确把握红

色德育与红色历史教育、学科教育之间的关系，推动其均衡发展，

以更好地发挥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切实推动农村职校德育工作

的高质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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