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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以江苏地方文化为例

陈　凯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摘要：随着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务的全面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的关键

要素。地方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是地方建设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

要资源与关键载体，因此将地方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高职院校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的必要路径。本文即以江苏地方文化为融合对象，

通过探讨地方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育的重要意义，提出江苏地方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育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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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是国家与民族发展的灵魂，而文化自信是推动社会

发展的核心动力。随着“文化强国”行动计划的全面发展，“以

文化人、以文育人”成为现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落实的

指导理论。因此在高职院校传承与弘扬文化的社会责任驱使下，

必须将地方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中，以此构建文化自信

建设与培养的主阵地，让当代学生能够在文化传承与弘扬中建立

正确的文化观与价值观，拥有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一、地方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育的重要意义

首先，地方文化可以夯实高职思政教育的人文基础。在思政

教育工作中，教师以树立学生正确三观、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为核

心目标，以此达到“育人”效果。而地方文化不仅蕴含着真善美、

自由、崇高等正确的精神内核，而且具有文化熏陶与陶冶情操的

作用，同样可以达成“育人”目标。因此将二者融合不仅可以实

现相同的育人目标，还能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与人文素养，从而

达成文化自信建设目的，让学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与地方文化特

质的人文内涵与精神追求。

其次，地方文化可以为高职思政教育工作提供重要的资源支

持。处于不同地域环境下的高职院校，在思政教育工作开展中不

能脱离其文化背景。尤其我国不同地区的地方文化特色鲜明，有

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价值，并且展现出天然的吸引力与亲和

力，对于引导学生情感共鸣、提高学生文化认识具有重要的作用。

同时，地方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之一，其同样可以引

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三观与思想意识，从而达成思政教育的目标与

效果。因此，地方文化可以作为贴合学生实际、生动形象的思政

资源，提高思政教育的感召力与说服力。

此外，地方文化还可以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载

体。地方文化往往有着生动、形象且直观的特征，在教育工作中

运用可以展现出强大的渗透效果与持久的导向作用。因此，将地

方文化作为思政教育载体，一方面可以将枯燥呆板的思政元素转

化为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可以将理论性较强的思政知

识变成生动、直观的活动形态，从而丰富思政教育的形式与内容，

更符合学生的需求与兴趣。将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符号运用于校

园文化环境建设之中，比如地方园林文化、园艺技艺等，可以让

学生更深层次地感受环境的引导与熏陶作用。在学校社团建设、

主题活动开展中融入地方文化，也可以强化学生的文化底蕴与文

化认同，进而对于学生的理想信念建设与爱国情怀发展有着重要

的引导效果，可以全面强化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工作的针对性与实

效性。

二、江苏地方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育的路径

（一）优化教学目标，明确地方文化融入方向

在地方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融合时，应优先从教学目标

设置层面进行改进与优化，以此明确地方文化融合的内容、方向

与方式。思政课程作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渠道，也

是地方文化融合应用的首要空间，在教学目标的确定与设计过程

中，既要严格遵循教育部相关文件政策与课程标准的要求，又要

深层剖析江苏地方文化的融合需求，以此进行针对性的微调与优

化。

首先，教学目标设定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思政课程具有

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特性，而地方文化资源的融入可以弱化意识

形态教育的说教特征，同时突出文化的多元价值。因此教学目标

的设计必须灵活，既不能上纲上线，对学生提出过多的纸面要求，

又不要脱离地方文化的实际内容，而是要在强化学生地方文化认

知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文化认知与热爱程度，并在潜移默化中

达成意识形态建设目标。

其次，教学目标设计应以地方文化资源融合的类型展开针对

性设计，以此提升目标的个性化特征，既要突出物质文化对文化

传承的推动与引导作用，又要立足精神视角落实思想的传承与发

展。具体来说，在物质类文化资源应用中，应以认知教育展开设

计，强化学生的认知与理解能力。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现

“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厂房遗址”相关的视频、纪录片或介绍资料，

因此融合思政课程引导学生全面了解洋务运动，进而对“师夷长

技以制夷”观念建立深刻认知。在精神类地方文化资源应用与融

合过程中，则要以情感教育为切入点，强化学生的精神体验与心

灵感受。例如教师可以设立“雨花英烈精神”专题课程，并在课

程教学中引入众多英烈的伟大事迹，从而通过案例呈现的方式强

化学生的情感体验，以此达到引领学生建立崇高理想信念与高尚

道德情操，并且能够理解革命先辈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逐步

达到理解抽象精神，建立形象化认知的目的与效果。

（二）完善教学内容，拓宽地方文化融合渠道

在现阶段高职院校的思政教育工作中，教师主要围绕国家教

育方针与教育主流载体展开设计，尤其在意识形态教育层面，突

出了政治性与主流性特征，教学内容不仅全面契合我国的主流文

化，而且统一采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以及对应的建设工

程案例，以此保证了思政教育工作的规范性与统一性。但是在实

际教学过程中，由于部分课程内容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与理论性特

征，从而严重影响了实际的教学与育人效果。因此在地方文化资

源支持下，教师必须全面完善思政教育教学内容，并拓宽地方文

化的融合应用渠道。基于此，江苏地方文化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融合必须坚持以下两点原则。

第一，坚持政治性基本原则，即在江苏地方文化资源选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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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确保其符合我国意识形态教育要求，且能够顺应社会主义主

流文化发展趋势。在该方面，教师可以选择的江苏地方文化资源

则主要包括周恩来精神、瞿秋白精神、雨花英烈精神等，通过地

方红色文化的渲染与熏陶，可以让当代学生真实了解革命时期的

历史与文化，能够从革命先辈身上学习伟大的精神与爱国情怀，

由此达到意识形态建设的目的。

第二，坚持地方文化主旨与教学主题内容协同的原则。高职

院校思政教育工作涉及多个领域方向，因此课程内容也分设不同

的主题，在江苏地方文化资源筛选过程中，教师不仅要确保地方

文化本身的特性符合融合教学要求，而且必须分析其本质特征是

否与本课教学内容具有紧密关联，是否能够提高本课思政教育活

动的有效性与实效性，以此提高融合教学设计的可靠性。例如在

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专题内容时，教师一方面可以

引入祖籍江苏的宋代文学家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由此升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意义。另一方

面可以选择江苏人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名言，

通过三方面内容的对照与分析，强化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理解，并能够在日常行动中践行落实。

此外，高职院校教师还可以通过设置专题活动的方式开展地

方文化思政教育活动，在地方文化内容选择上，教师则可以按照

专题方向进行扩展，以此不断丰富学生对江苏地方文化的理解与

掌握，从而夯实学生的综合思政能力与核心素养。古运河是江苏

地方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元素，也是江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

根源之一。因此在高职院校专题思政活动中，教师可以围绕古运

河设置人文精神探秘活动，引导学生了解古运河周边发生过的历

史事件或人物故事，进而透过历史文化达成思政教育目标。比如

教师可以讲述唐代扬州高僧鉴真六次东渡日本的故事，让学生了

解其传播华夏文明而做出的贡献。比如可以介绍古运河沿岸的盐

商故事，让学生了解辛勤努力的江苏人创造财富、奋发图强的事迹。

比如可以展示古运河岸秀美精致的扬州园林或者古朴大气的盐商

古宅，通过展现江苏地区的建筑文化特色，强化学生的文化自信

意识。比如还可以介绍古运河两岸流传至今的评话、弹词等曲艺

文化，也可以介绍淮扬地区独有的美食文化，还可以介绍傲气不羁、

潇洒自如的历史文人扬州八怪，更可以介绍和田玉、漆器、雕版

印刷、盆景、三把刀、剪纸等技艺文化，从而让学生建立追求美

好生活、坚持敬业乐业的三观与素养。

（三）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地方文化融合成效

在高职院校长期以来的思政教育中，教学形式以理论讲解为

主，不仅展现出填鸭式、被动式的特征，而且缺乏方法变动与灵

活创新，导致课程形式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与兴趣。对此，在

地方文化融合应用时，教师还需要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与优化，

以此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应用价值，强化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积

极性与主动性。

江苏地区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也是我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

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当前江苏有着大量的国家级或省级的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街区等，不仅为本土高职院校思政教育提供了

大量的资源，而且能够让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或假期进行参观学习，

从而深度了解江苏地区文化的发展历程。同时，江苏地区还有更

为鲜明的地域文化，比如楚汉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吴文化、

海洋文化等，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前深入分析当前课程的内容特

性，进而从广泛的江苏地方文化中选择合适的内容，由此构建融

合教学设计思路。在确定教学活动后，教师即可进行资源整合，

并选择学生感兴趣的影视剧片段、热点新闻、综艺节目、动画、

游戏等内容，由此开展专题演讲、微电影拍摄、情景剧表演等形

式开展教学活动，以此让思政课程展现出开放性与探索性特征。

例如在学习文化自信建设相关课程中，教师即可开展专题演

讲活动，要求学生自主搜集和整理江苏地方文化资源，并自主写

作演讲素材，进而通过演讲的方式诠释与介绍江苏地方文化，以

此提高学生的理解与热爱之情。在校园思政教育实践活动中，教

师还可以选择实践学习的方式，组织学生欣赏并学习江苏地区的

各类曲艺作品，比如昆曲、扬剧、锡剧、淮剧、柳琴戏、淮海戏、

江苏梆子等，不仅可以让学生进一步理解戏曲文化，同时也能提

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与审美能力。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则可以组织

学生按照革命先辈的事迹进行课本剧编写与演出活动，让学生在

角色扮演中感受革命先辈的精神与思想，以此达到更好地融合教

育效果。

（四）开发实践载体，推动地方文化融入课程

在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工作中，教师不仅要强调学生道德情感

与价值观的培养，而且也要落实相关知识理论的传播教育。但是

传统思政教育中，教师对知识理论与价值观教育的重视度较高，

却常常忽视学生的情感意识教育。在此过程中，教师即可利用地

方文化开发实践教学载体，以此强化学生的情感意识发展。

首先，地方文化资源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可以提升学生的体验

感，教师即可由此设计教学活动，引导学生接受知识并构建价值

观的同时落实情感意识教育。例如在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相关课

程教学中，教师即可从江苏地区相关的成语故事或文章典故中提

取关键要素，由此通过讲解活动、视听呈现、游戏活动等形式，

让学生对江苏地方文化建立认同感，并逐步扩展到传统文化层面。

例如教师可以选择项羽“破釜沉舟”的故事，让学生建立坚定的

意志，能够在做事与学习时能够坚定信心与决心。

其次，在地方文化与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的融合过程中，教师

还可以开展教学实践活动。比如在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关课程时，教师在课上可以引入“扬州好人”“江苏杰出青年”“美

德少年”“功勋企业家”“老红军战士”等人物事迹，以此通过

现实社会中真实的人物故事，让学生认识到身边的道德楷模，同

样能够树立孝老爱亲、敬业爱岗、见义勇为、乐于助人、崇德向

善等精神品格，并且能够将这些人物视为学习榜样，在学生的日

常学习与生活中，也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在实际行动之

中。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地方文化具有重要

的支持与引导作用，教师应充分发挥江苏地方文化的文化育人作

用，并通过优化教学目标、完善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开发

实践载体等策略与方法，构建江苏地方文化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融合实践体系，以此落实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务，全面推

动学生思政素养与文化自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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