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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政课的路径研究
——以《毛中概论》课程为例

刘婷婷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摘要：高职院校思政课将本土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需要在正确课程观和党史观的指导下，明晰本土红色文化的概况和时代价值，

树立客观、有效地对待红色文化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的正确态度。宝鸡红色文化与高职思政课具有高度相关性，传承宝鸡红色文化

与高职思政课的教学目标契同、内容内涵统一、教学过程一致。为此，通过创新宝鸡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教学的方式方法，以新媒

体技术为手段，打造红色网络课堂阵地，以宝鸡红色微电影为载体，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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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导广大学子学好用好红色知识、传承好红色基因、守

护好红色江山。目前，在“大思政课”的引领下，将红色文化融

入到思政课是所有思政课教师的共识，但具体“融什么”“怎么融”

依然是教学实践存在问题的主要问题。本文立足宝鸡市红色文化

资源，探索其融入《毛中概论》课程教学的有效路径，以期最大

限度发挥好运用好地方红色文化，促进红色文化进课堂的同时积

极探索思政课堂走出去，为上活上好思政课做出有益探索，使之

成为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的大学校。

一、宝鸡红色文化资源概况及其价值

在宝鸡这块红色沃土上，无数革命先烈前辈们用鲜血和生

命铸就了精神血脉。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发生过两当兵变、西府

出击、扶眉战役等重大战役，是为长期抗战做出重要贡献的工

合运动的发祥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重镇、三线建设重

点区域、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关中最大灌溉工程宝鸡峡引渭

灌溉工程、最大蓄水工程冯家山水库所在地。长乐塬抗战工业

遗址、宝天铁路英烈纪念馆、扶眉战役纪念馆、工合纪念馆、

凤县革命纪念馆、凤县红光沟航天六院等丰富的红色资源，沉

淀着无数革命先烈的赤胆忠心和奋斗牺牲，也见证着老一辈革

命家的责任担当和艰辛探索。宝鸡市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挖掘、

保护、管理和运用，大力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先后

建立红色资源档案 136 处，包括省、市级党史教育基地 25 处，

革命文物保护单位 19 处，设计《宝鸡红色地图》和精品研学

游线路 10 条，精心打造了一批淬炼初心使命、汲取精神力量

的“红色课堂”。

无数革命先辈和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宝鸡红色文化，具

有十分重要的思政课教学价值。一方面，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价值指引作用，深挖宝鸡丰富的

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内涵界定，融入《毛中概论》课堂，丰富教

学素材，提高思政课堂吸引力；另一方面，进行红色文化实践课

探索，让思政课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让学生在纪念馆、

革命遗址等红色教育基地沉浸式体验和感悟先辈们发思想伟力，

进而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

二、宝鸡红色文化与《毛中概论》课的相关性

（一）传承宝鸡红色文化与《毛中概论》课的教学目标契同

思政课的根本任务是落实立德树人。通过《毛中概论》课程

的学习，让大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的历史经验，掌握其中的规律，打好政治基础，能自觉把爱

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千秋伟业

的奋斗中去，展现新时代新青年的新作风，创造新作为。革命年

代，为早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宝鸡人民怀揣着对祖国的爱，

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英勇杀敌，历经西府出击战役、陕中战役、

扶眉战役、固关战役和秦岭战役，创造了辉煌的宝鸡革命历史。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宝鸡工业迎来发展“春天”，朱德在 1961 年

考察宝鸡仪表厂时夸奖研制出“一刀多刃”“多头钻”等技术革

新成果的工人们“有志气、技术高”。不怕吃苦、忘我劳动的宝

鸡人民为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改革开放时期，宝鸡人民为祖

国的繁荣富强无私奉献、锐意创新，创造出令人瞩目的“宝鸡速度”，

成就了宝鸡最为波澜壮阔的辉煌岁月。进入新时代，挖掘运用好

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展现宝鸡担当，

苦干实干快干，努力干一起干，加快建设副中心、全力打造先行区，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更多宝鸡力量。

因此，传承宝鸡红色文化与《毛中概论》课教学目标一致。

（二）宝鸡红色文化与《毛中概论》课的内容内涵统一

高校思政课堂是进行德育工作的主阵地，而红色文化涵养了

丰富的育人精神，因此，宝鸡红色文化的育人内涵与《毛中概论》

课程的内容内涵是相统一的。首先，宝鸡红色为文化是在中国共

产党带领宝鸡人民在革命、建设年代进行伟大斗争的实践写照，

在《毛中概论》课程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

主义的初步探索等内容中都可以实现有效融入，以地方史为小切

口，推进同学们对党史的深入了解；其次，宝鸡红色文化蕴含着

崇高的理想信念，彰显了广大人民群众矢志不渝，为实现共产主

义而奋斗终身的革命情怀，而《毛中概论》最终就是要以革命先

辈的精神为引领，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报国志，得其大者可见其小，

将小我融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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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鸡红色文化融入《毛中概论》课的有效路径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在理念和方法上发生了重大转变，所

以根据思政课教学体系的变化，以学生认知规律为遵循，围绕学

生发展需求融入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已成为拓展思政课资源的有效

方法。通过整合宝鸡红色文化，将其通过改变思政课教学方式方法，

以红色微电影为载体、以新媒体为手段，将其融入《毛中概论》课，

提高学生对思政课的兴趣，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一）加强课堂创新，探索宝鸡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

方式方法

首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以《毛中概论》课程

教学内容和教学重难点为基础，再结合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进行

创新。比如，以《毛中概论》教学内容为核心，以宝鸡红色教育

基地为场所，打造具有宝鸡特色的红色专题课程。将思政课搬到“扶

眉战役纪念馆”“宝鸡市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宝天铁路英烈

纪念馆”“凤县革命纪念馆”等实践基地中去，实现宝鸡红色文

化与《毛中概论》课程教学内容的有效对接，理论与实践形成相

互支撑；也可以通过《毛中概论》课程的教学目标导向进行宝鸡

红色文化和思政课教学的有机融合。比如《毛中概论》课中专题

五“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来设置教学内容，通过“陕

西长岭电气公司长岭展厅”这个小切口讲述大环境，通过陕西长

岭电气公司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其取得的成就上升到这段历史中

相关的先辈先烈们的艰苦探索和顽强奋斗的英雄事迹，进而引起

学生的情感认同，产生强烈的价值认同，最终实现本课程的教学

目的。

其次，要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红色教育基地的作用，利用地理

优势，积极创建红色教育基地，将其纳入课堂教学当中，以通过

丰富的教学活动来充实理论课教学。比如，对《毛中概论》课内

容进行专题式教学，针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这个

专题，布置课前任务，以小组形式让学生自行查阅宝鸡红色为文

化中有关“实事求是”的内容，课堂派小组代表回答，在此基础

上最后由老师进行总结提升；也可以直接带学生去实践教学基地，

比如参观中共岐山支部创立旧址，沉浸式感受宝鸡第一个基层党

组织诞生的历史，感悟为什么关中西部革命星火在岐山点燃后，

西秦大地逐步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真正体现思政课以“学思践悟”

促“知信行和一”，以最大限度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功能，强化

思政课教学效果。

（二）以新媒体技术为手段，打造红色网络课堂阵地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思政课教学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思政

课不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社会实践、网络课堂等多种教学形式

层出不群。尤其是当代大学生深受电竞文化、网络文化等影响，

导致传统课堂的吸引力不断下降，所以探索新颖的、喜闻乐见的

课堂形式迫在眉睫。

以《毛中概论》课程主要内容为核心，以宝鸡市红色文化资

源为主要抓手，以新媒体技术为手段，以师生为主体，统筹推进“《毛

中概论》+ 红色文化”网络资源课程建设，共同讲述宝鸡红色故事，

使学生在讲述红色故事中悟道理，在网络思政课堂建设中感受情

怀，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的思想素质。也可以通过开发思政课学习

APP 软件、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多种形式创新思政课教学载体，

形成“微宣讲”“微课堂”“微视频”等多种板块，使之成为思

想政治理论课网上教学阵地，从而提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

程的兴趣，将传统课堂延伸到课外、网络、红色基地，实现思政

课的闭环教育。以《毛中概论》课程专题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为例，课前通过学习 APP 发布学习任务，让学生自行了解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宝鸡发生的重大事件，感人故事等，在课前进行分享，

在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微电影拍摄或者进行情景带入，课中教师进

行新知讲解，再结合学情有机融入宝鸡红色文化，课后在微信公

众号上进行学生作品展播，延展思政课堂的时效性。将宝鸡红色

文化以网络课堂形式进行课程融入，将宝鸡红色文化中极具教育

价值的内容在网络上传递，使大学生借助互联网去感悟红色文化，

发挥其对大学生春风化雨的育人作用。

（三）以宝鸡红色微电影为载体，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2022 年 8 月，教育部、中宣部等十部门颁布的《全面推进“大

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强调：“鼓励师生围绕思政课内容创

作微电影”，为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提出了改革要求、指

出了发展方向。《毛中概论》课是四门高校思政课之一，微电影

是《毛中概论》课实现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把思政小课堂同

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的有效方式。宝鸡红色文化资源丰富，通过

以当地红色资源为素材进行开发整理，以学生小组为单位进行红

色微电影拍摄，这种教学方法能够引起学生感情上的共鸣和思想

上的碰撞，在整个实践过程中，既传承了宝鸡红色文化，也充分

发挥了学生主体作用，充分释放了个性、展现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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