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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代表一个国家、地区的凝聚力，“地域文化资源是人

民群众在社会劳动中不断总结经验并结合智慧创造和发展的思想

境界、价值观、生存状态及人文精神，是一种信仰追求，可

以代表该地域普遍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具有鲜明的地

方特色、生活历史观念和精神观念。”“一带一路”期间，将

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资源融入高校育人工作，一方面拓展了

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拓展了高校育人工作的路

径，不拘泥于传统的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对于促进高校育人工作

具有现实意义。

1　陕西地域文化资源的内涵

陕西地域文化资源概念宽广，主要包含资源、文化资源、

本土资源三个核心关键词。所谓的资源狭义上包含了人力智力能

力、人才转化能力资源等，其涉及了社会关于经济、技术、等方

面。文化资源是人们在进行文化活动和文化生产过程中被有效利

用的各种资源，是为发展文化服务业、文化旅游业等诸多文化产

业所必需的资源[1]。

陕西地域文化资源大体上具有五个基本方向的脉络：朴实的

天人合一思想；三秦大地的进去、勇敢的精神；汉唐的兼容并包、

开明开放的精神；传统保守的地方文化风俗；多彩多样的民俗、民

风和民间艺术。从陕西文化资源的数量上看，文化的外延包含了

史前文化、中华文化、周秦汉唐的哲学、伦理、艺术、宗教以及

科技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等资源。这些优秀宝贵的地域文化资源

应该要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尤其是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我

们更应该采用多种方式和手段，积极探索如何将陕西地域文化资

源融入到陕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去，将陕西地域文化资源以更

有效、新颖的方式展现在学生面前，从而提高青年一代的文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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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2　陕西地域文化资源的特点及价值

2.1陕西文化资源的形成

陕西早在远古时期，就经历了“蓝田人”“大荔人”、半

坡、姜寨为代表仰韶文化；炎黄部落的开启开创了中华文明，

中国历史最负盛名的西周、秦、西汉、唐等王朝，都建都于

此。其中，各朝各代的文化历史遗存、风土文化遗迹和文化遗

产数量较多，例如：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宋耀州窑、明代三原

城隍庙、西安碑林、户县全真道祖庵等遗迹。陕西关中地区形成

了地域特色的宗教文化（佛、道、儒、景、袄）。其中，大量著名

寺庙至今留存，如大慈恩寺、大兴善寺、香积寺、草堂寺、法门

寺、楼观台、重阳宫、八仙庵等。陕西气候、地貌、生物多样性，

秦岭作为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横贯全省，把陕西的生态文化

南北分开，使陕西具有丰富多样的生态文化。在国家的支持下，西

安的高校、科研院所包括航空、航天、国防科技等企业相继在陕

西落地，大大加强了西安的科技实力，使陕西成为全国科教文化

的前沿阵地之一。例如：杨凌农科城、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两大国家级开发区的建设有力推动西安科技发展。结合传统与时

代发展，陕西的文化资源也有了新的内涵特征，结构也有新的分

支[ 2 ]。

2.2陕西地域文化资源的主要特色

第一，地理位置优势。陕西位于西北内陆、第二亚欧大陆桥

中西区域，纵跨黄河、长江两大水系，是中国西北、西南、华北、

华中之间的门户；与山西、湖北、四川、甘肃等多省接壤，是我

国内接省区最多的省份，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域之便。第

二，内容和形式丰富多样。陕西地域文化资源包含陕西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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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美食文化、旅游文化、建筑文化、方言文化等等。同

时，陕西地方文化资源丰富多样，涉及遗址、精神和文化的诸多

方面。第三，人民性与文化性。人民群众在历史的发展中起到巨

大的拖动作用，例如：秦腔、眉户、陕北剪纸、唐三彩陶、户县

农民画、凤翔木板年画、凤翔彩绘泥塑、面花等都是陕西日积月

累的历史文化结晶，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陕西的饮

食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结合了不同领域的饮食文化的特点，

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西北特色，将地域物产和烹调技术很好的融合

在一起。例如：清真牛羊肉泡馍、宝鸡擀面皮、腊汁肉夹馍、岐

山臊子面、户县软面家喻户晓的当地特色小吃。民以食为天，饮

食文化的发展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当地的文化特点[3]。

2.3陕西地域文化资源的德育价值

随着新时代的信息化给高校德育工作带来了新的理念，德育

的载体也在不停的紧随时代的改变而更新，而红色文化以其独特

的鲜活性、趣味性成为我们研究德育的一个新的方向。我们要

不断提升人民的文化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坚信“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定会实现。陕西省

文化资源在数量、质量上都很丰富，如果我们能很好的利用地

方的红色文化资源，使德育建设以社会、家庭、学校三个维度

切实落到实处，高校德育工作将更加生活和形象的展现在青年一

代面前。

3　陕西地域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路径研究

3.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陕西地域文化资源研究相结合

“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矛盾，

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发挥先进文化的凝

聚、润滑、整合作用。”将陕西文化资源的优势恰如其分地融

入到高校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

程中，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要结合当代青年的特点，认

同和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生通过深刻了解陕西省的

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坚定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信念。在

各个历史时期，教育的核心是加强立德树人的育人功能，将立

德树人的育人功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品德相结合，其中，

培养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社会主义新兴人才是

育人的根本目的所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深度

挖掘地方文化资源的精髓，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大义等

革命精神，坚持“三全育人”（全程育人、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

理念。地方文化与中国精神，达到知识、情、意相统一。就高校

本身而言，要将社会主义价值观理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学生德育

范畴中去，杜绝照本宣科的传统教学方式，深入浅出的将地方文

化资源和课本内容有机结合，增强思想政治课堂的效度和信度。

社会主义价值观与陕西文化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可以提升青年一

代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并帮助其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

值观。同时，也更好的发挥了地方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过程发挥的价值与功能[4]。

3.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为平台推进陕西地域文化资源

发展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积极的将互动式教学课堂与探索式教学课

堂模式相结合，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课堂教学有固定的时

间、场所和群体，这是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的一个挑战。怎样利

用好这些有限的时间、空间的资源呢？一方面，我们要创新教学

方式和手段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完善和创新教学理念，让学生喜

欢上思政课。对于老师的培养，学校采用积极措施将地方党史与

高校教师的业务能力培养结合起来，加强院校与地方政府合作，

将思政课堂带到实际生活中。另一方面，以陕西地域文化资源为

课外实践教学平台，“引进来”与“走出去”思想教学观念相结合，

积极开设实践课堂。例如，开展暑期三下乡运动、暑期多种文化

主题的访学活动，让青年学生第一时间学习历史、认识历史并通

过微信、微博等方式推广到身边的人。在大学校园内，加强多渠

道对多种校园文化平台进行历史人物的报道和宣传，传统的宣传

方式与当下流行的交流平台相结合，培育有担当、责任心的新时

代好青年，时刻将高校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与

国家紧密结合起来[5]。

3.3以新媒体为依托拓宽陕西地域文化资源的视野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交流的方式和手段已经

不仅仅局限在以往的时间和空间模式，特别是随着5G 和泛终端

的传播模式的推广，高校的思政教育的工作模式表现出多样化，

育人工作面对了很多新的挑战和内容，例如，以数字技术为基

础变革的互联网时代的多元化交流空间模式大变革，线上与线下

教学模式相结合成为新的领域，由于是VR、AR 等技术的成熟让

我们在新时期实现了时空的虚拟在线、互换，我们的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媒体时代使信息实现共享。陕西地域文

化资源范围广、数量多、种类繁杂的特点，高校完全可以尝试

通过现代的科学技术进行传承和传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

展，文化资源展现的平台不仅仅只是传统的博物馆、纪念馆、

旧址等方式，我们应该积极建立多样的文化资源融媒体聚合平

台，加强档案数据库的建立。在展览形式上，利用 3 D 技术模

拟进入没有围墙的展览馆，并配以相应的讲解，让人们充分享

受网络带来的便捷。通过互联网+ 的模式通过融媒体平台，有

效的将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与现代多媒体技术想结合，加强了地方

文化的推广的同时也增加了课堂教学的生动性。陕西各个高校利

用融媒体平台推广历史专家的专题教学展示、特色体验教学等思

想政治教育模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同时，我们也需

要培养出一批能够灵活应用VR、AR 策划、运营、大数据等高

端新型技术的人才。

由此可见，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要一方面要继承地方

优秀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高校积极创新和探索将陕西地域

文化资源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促进的路径研究，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教材、课外活动、线上线下结合等方式

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同时积极建立相应的融媒体聚合平台，

将陕西优秀的地方文化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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