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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内蒙古赤峰优秀历史文化
融入地方职业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以赤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为例
付彬彬　王凯旋　张彦宇

（赤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要：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办学

治校各领域、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培养政治坚定、素质过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职业院校如何将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做到“有形”“有感”“有效”是一项重大课题，本文以赤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为例，从构建特色校园文化体

系以及推进非遗技艺进校园两个维度，探索将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融入职业教育的实践路径，为职业院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

项工作做深做实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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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是技术创新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加

强职业院校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培养有技能、有

理想、有抱负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是高职院校落实民族团结教

育的重要政治任务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具

有十分重大的意义。2023 年 9 月 12 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学

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推进会”上指出：“准确把

握铸牢各族师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由此可见，深入研究地方优秀历

史文化，并将其融入职业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之中，

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各项工作要有形、有感、有效”目标的现实路径之一。

赤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是 2020 年 4 月经区政府批准，教育部

备案成立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学校，是全区进入新时代成立的

唯一一所以“新农科”为主要专业集群的高职院校。学院成立后，

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挖地方历史文化并结合

职业教育的深厚内涵，在征求师生意见 200 余次的基础上，历经

2 年多的时间，最终确定了赤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办学定位及

校园文化。

赤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

“应成国用”为校训，以“一技在手，四海丰收”为教育理念，

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为办学方向，以“德

润如玉、技精似铁、心灿若星”为育人目标，以内涵建设为抓手，

倾力打造“理念先进，开放共享，德技双馨，民主和谐，环境优雅”

的新型高职院校。

现以赤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为例，阐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背景下，将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融入高职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构建特色校园文化体系

赤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将职业教育所倡导的“德技双馨”的

育人目标与赤峰红山文化和契丹文化相结合，提出了“德润如玉、

技精似铁、心灿若星”的校园文化体系。这 12 字不但是对职业教

育育人目标的深刻阐释，更是树立文化自信，结合地方优秀历史

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个认同”的具体实践。

（一）优秀品德的培养 -- 德润如玉

在“德润如玉、技精似铁、心灿若星”三个培养目标中，“德

润如玉”排在首要位置，这直接体现出了学生品德培养的重要性

以及学院对学生品德培养的重视。同时，更是学院对“立德树人”

这一根本任务的贯彻执行。“德润如玉”这一培养目标的提出有

着丰厚的文化底蕴，一方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而深厚

的地域历史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也蕴涵着丰富的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理念。

学院所在地位于赤峰市城区，而赤峰又是华夏第一龙——玉

龙的故乡，玉温润、美好、坚定的品性早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赤峰，

意为红山，这个坐落于内蒙古东南部的城市因其城东一座赭红色

山峰而得名。据历史考证，早在一万年前，赤峰就有人类生存。

作为中国史前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在赤峰大地上，见证了距

今约 8000-4000 年前的漫长岁月里，勤劳智慧的赤峰先民们所创

造的具有时代特色和独具风格的、甚至比长江与黄河流域等远古

文明更早的原始文明。在这片土地上，曾有多个北方民族繁衍生息，

并上演出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史诗。《玉根国脉》是赤峰籍考古学

家刘国祥先生主编红山文化研究论著；玉，是华夏三大神器之一，

且是具有经久不坏、一擦就亮的“不灭不死”的精灵之物；玉，

还有“五德”（仁、义、智、勇、洁）“六格”（有仁义、有涵养、

有操守、有容量、有担当）。所以古人把玉比喻成君子，说君子如玉，

有“德润如玉”之说。“玉根”恰切地对应象征了我们七千年红

山文化历史出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句古语也印证了我

们应用学院应该有的精神境界，所以学院把玉作为文化标识是有

实际意义的。

“德润如玉”的培养目标为学院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文化支持和持续的精神动力。赤峰应用技

术职业学院以历史文化为先导，以人文精神为灵魂，依托赤峰地

区独具魅力的发展状态，因地制宜地提炼出属于我们的第一个培

养目标——“德润如玉”。这始终告诫着我们要重视个人的道德

修养，努力培养并成为如玉般纯粹美好、内心丰富、勇敢坚毅的

华夏人。这既是对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自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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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大学教育价值取向的高度凝练和表达，更符合新时代背景

下做好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

（二）工匠精神的培养 -- 技精似铁

学院以“技精似铁”作为第二个培养目标，准确符合学院作

为一所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同时“技精似铁”这一培养目标同

样蕴涵着丰富的底蕴，一方面是具有深厚地域历史文化，另一方

面是与工匠精神有着浑然天成的契合。

赤峰地区是辽国最辉煌的文化圣地所在，赤峰地区有着丰富

的辽文化资源。契丹民族创建的辽国以镔铁为号，契丹就是镔铁

的意思，镔铁就是英雄的意思，契丹民族是个崇尚英雄的民族。

铁作为辽国最重要的兵器原料，以坚硬锋利著称，而真正的好铁

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烈火熔铸之后才能真正锻造出来。我们以“技

精似铁”为培养目标追求我们的技能，正是学院对我们赤峰地区

特有的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引发各界热议，成为职业教育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所谓工

匠精神，简言之即工匠们对设计独具匠心、对质量精益求精、对

技艺不断改进、为制作不竭余力的理想精神追求。工匠精神在东

西方都有悠久历史传承，在当代提倡的工匠精神，不仅涉及到中

国制造及其产品质量，更是职业伦理和敬业精神的集中体现，符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敬业”要求。学院的培养目标“德

润如玉、技精似铁”中凸显“德”“技”二字，意味着这是学院

内涵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学校精神所在，同时也是工匠精神

的内涵。这与工匠精神从内涵追求到方法途径上，有着浑然天成

的契合：技精似铁，就是工匠精神培育的践行途径与方法；德润

如玉，不只是德与技的简单组合，而且德与技都达到一个高度，

实现互相砥砺的职业境界乃至人生境界。

（三）美好心灵的培养——心灿若星

“心灿若星”作为学院的第三个培养目标，一方面源自于学

院与中国科学院院士袁隆平的深厚渊源；另一方面还体现出学院

在注重学生品德、技能的培养之外，同样关注学生心灵的培养，

不仅要有一个健康自信的心理，更要有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的家

国情怀。

我校为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的高技能的人才，将“袁隆平精

神”作为我校另一特色文化元素，8117 星座是以我们国家农学大

师、我校文化导师袁隆平命名的星座，94 岁的袁隆平老先生为我

校题写了校名，基本上答应做我们的荣誉院长，这是我校建校史

上的大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放射出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

当前对于提升我校的文化品位、擦亮学院品牌将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有着无限开发的教育资源，具有无限的教育价值。8117 也

将作我们的吉祥星，8117 也将作为我校的吉祥数字。意为我们应

用职院人将把袁隆平精神作为我们学院精神，并发扬光大。

二、将非遗技艺融入到学生的专业学习和校园生活，发挥优

秀传统文化对于学生的积极影响，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开展情况

1. 景泰蓝葫芦掐丝进校园。学院邀请景泰蓝制作技艺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冯春柳走进校园，走入课堂，多次举办非遗活动，

深受学生喜爱。

2. 面塑非遗技艺进校园。学院邀请赤峰面塑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陈宏志担任专业课教师，将非遗技艺与专业课程紧密融合，

让学生感受现代技术和传统技艺的碰撞与结合。

3. 剪纸艺术进校园。学院邀请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中华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剪纸艺术家学会

会员、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内蒙古剪纸学会副会长、赤

峰民间文艺家协会和赤峰工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赤峰市剪纸协

会和赤峰市剪纸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赤峰市红山区民间文艺

家协会主席并荣获内蒙古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内蒙古红山蒙

古族纸艺代表性传承人萨仁，开展剪纸艺术系列活动，让学生感

受传统文化魅力。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采取的主要形式

赤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中主要采取

的形式是传承人主题讲座、体验活动，让非遗传承人进入课堂，

担任专业课教师。主题讲座、体验活动面向全院师生，专业课程

开设仅针对形象设计、体育表演和广告艺术设计专业。2024 年开

展“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剪纸艺术讲座 1 次，“奋进新

时代 剪纸共传承”剪纸体验活动 1 次，开设面塑非遗技艺与专业

融合课程“美甲雕刻”一门，参加讲座、体验活动人数达 150 人。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课程设置情况

赤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基础教育与文化艺术系将传统文化和

非遗文化融入到广告艺术设计、形象设计和体育表演专业的专业

课程当中，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请非遗传承人入校授课，面向 124

名学生开设美甲雕刻、武术表演 2 门艺术专业课程，每学年分别

144 课时、288 课时。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实施情况

在师资培训方面，学院积极组织文化艺术大类教师参与国家

培训项目，吸收更多课程改革经验，丰富课程内容。目前学院正

进一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传进校园的相关活动，筹备专门组织管

理机构，积极协调场地、设施和经费，以配合活动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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