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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思想政治课中地方文化教学对大学生能力培养的
研究与实践

李　李

（山东华宇工学院，山东 德州 253034）

摘要：当前，地方文化教育主要通过课程育人的主渠道传播，缺乏第二课堂、实习实践和网络课堂的融入，部分高校虽积极开展，

但力度还不足。且地方文化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过程中尚存在生硬照搬的现象，课堂育人成效有待提升。加之，针对地方文化教

育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转化尚未建构起有效常态机制。这些问题造成地方文化教育路径相对单一。随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质方面的持

续提升，单一的教育路径不能满足大学生全面性发展对美好教育体验和教育质量的需求，特别是随着互联网赋能大学生信息获取方式越

来越便捷化、即时化、全面化，多样化的教育路径成为大学地方文化教育打破发展瓶颈的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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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化价值

高校都开设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高校任课教师也应该将地

方文化资源渗透到实际教学之中，这样教学内容得到了丰富，教

学课堂的气氛也被带动起来，紧密联系历史与时事热点来完成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

例如我国的秦岭地区是我国非常重要的绿色生态地区，南北

气候分明。所以是我国必须十分注意保护的地区。但当地人上山

砍柴生火、挖药材养家是自古以来的惯例，于是就造成了秦岭上

的植被破坏。而禁止乱砍滥伐，是一项保障绿色承诺的行动。于是，

当地的农业部门和生物学家经过研究考证之后，号召当地的山民

种植一些较具有经济价值的中药材，如猪苓，这样，既可以保证

当地的经济效益，又可以保护秦岭的生态环境；让绿色承诺在秦

岭成为现实。保护了秦岭，对我国的环境、气候等方面又起到了

巨大的保障作用；世界是连在一起的，中国环境的维护又对世界

的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做了个积极的例子。

二、地方文化资源的教育价值

（一）桑梓情感养成价值

地方文化的资源随处可见，内涵丰富又能够带来积极正面的

影响。德州是因运河而生的历史名城，也是文化古城。许多特色

建筑散落在寻常街巷、河网两岸。如在运河城区段就有苏禄王墓、

“天衢四坊”、寒绿园、御码头、盐粮码头等建筑和景点，在运

河河岸上，有漕卫署驿馆遗址、乾隆皇帝御船经过的迎恩桥、胜

利桥、文革桥、朴园、澄碧园等景点。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举，她的申遗成功

使德州有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市民的荣誉感，也

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的文物保护意识，成为德州市进一步做好保护

和开发运河文化遗产的极好契机。进一步将德州的传统文化及传

统文化载体的保护和开发工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能够找回德州

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为将德州建成新时期的文化高地而作出应

有的贡献。

（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运河之所以能够申遗成功，首先，是国家和人民的高度重视。

我们不仅要增强文物保护意识，而且要进一步做好保护和开发运

河文化遗产。中国人言必行、行必果。其次，是要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第三，是拥有治理运河的强大实力。

德州“运河水清”，向全国展现了争取“重新通航”的运河德州

段所具备的实力。第四，是展现了德州深厚的文明底蕴。“厚德、

包容、创新、图强”，就是德州这座城市的灵魂。体现“天人合一”

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华文明理念。第五，是体现了中国政通

人和的制度优势，展现了新时代德州人民的精神面貌，传递了生

态文明理念。第六，是在新媒体时代，包括各个专业的大学生通

过社交媒体等手段，讲述自己精彩的运河故事，让美好传遍全世界。

当前，网络信息技术的全面发展悄然渗透到大学生群体当中

去，铺天盖地的消息使学生难辨真假，所以就需要有更为有力的

知识教育，从而使学生具有了解信息、分辨信息的能力。地方文

化教育正是用真实的地方历史事件，可查证的史实资料和革命老

区保留下来的遗址、遗物，提升大学生的意识辨别能力，是抵制

历史虚无主义影响和渗透的有力武器，能引导大学生全面认识中

国革命史，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必然性，科学认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增强大学生的历史定力，自

觉担当青年的历史使命。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地方文化教学对大学生的能力培

养

（一）地方文化教育现状

当代大学生成长于数字化时代，其成长过程必然会受到复杂

多元、混乱杂陈的媒介信息的影响。特别是一些敌对势力利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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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媒体门槛低、受众广、时效快的传播特点，在大学生群体中肆

意传播具有反动性的社会思潮，企图通过消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

道德观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达到解构中国共产党群众基

础的目的。

精准分析、全面把握、科学满足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的精

神文化需求，是高校做好大学生地方文化教育工作的逻辑理路。

大学生成长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极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环境中，

热衷新事物、追求新鲜感是当代大学生的天性和特点。而地方文

化资源多以遗址、遗迹等景象式陈列，要完全看懂、读懂，对历

史知识背景知晓程度要求较高，当代大学生习惯了现代科技高速

发展的生活方式和短平快的信息获取模式。由此可见，富有时代

感、新鲜感的地方文化教育内容更贴近大学生的现实需要，更符

合大学生的接受特点。这就导致高校在进行大学生地方文化教育

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教育内容的历史性与大学生需求的时代

性不一致的问题。这个问题严重影响和弱化大学生地方文化教育

的成效。如何坚持以学生为本，实现教育接轨大学生的学习需求，

是大学生地方文化教育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

（二）融入社会实践项目

近年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工作受到的关注度不断提升，

推动形成思政课实践教学项目机制，促进地方文化教育资源与高

校思政教学需求的有机衔接，从高校角度，实现地方文化资源进

校园的全覆盖，联系博物馆组织参观，要善于抓住契机，挖掘红

色文化资源，灵活宣传教育机制，推动地方文化教育与高校教育

的密切合作。助力实践教育基地建设，开展思政教育，通过线上、

线下等模式将地方文化资源送至课堂，实现地方文化教育全覆盖。

促进大学生全面性发展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需要通

过不同的方式、载体、平台等来为大学生全面性发展创造有利的

条件。大学生发展的现实境遇，要求地方文化教育通过多种课堂

协同、实践育人等行之有效的方法，来传承文化传统和红色基因，

把大学生培育成为有理想信念、有拼搏精神、有家国情怀、有担

当作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社会实践是提升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有效途径。地方文化

资源种类丰富且形态多样，能为社会实践提供多样化、多元化、

多类别的教育形式与活动载体。高校应积极组织各类社会实践活

动，如组织师生前往革命老区或实践基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和走

访调研活动，参观革命遗址、烈士陵园、纪念馆等地方红色文化

教育基地，引导青年学生发扬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坚定

理想信念，坚持实干兴邦；还可引导大学生参加创新创业设计大赛，

让学生体验创业过程，培养他们勇于实践的创业精神和工匠精神；

同时在思政课的实践活动项目中积极开展“经典咏流传”短视频

制作等创意实践活动，在丰富学生业余生活和实践能力的同时进

一步创新地方文化的传播方式。

（三）扩充校园文化发展

高校可通过校史馆、校园景观、环境建筑等现有资源，营造

地方文化教育背景，突出地域特色，使校园文化有更大的延伸。

通过举办“地方故事进校园”“学习革命英雄事迹”“地方剧种

新唱”“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成就展”等内涵深刻、形式新

颖的校园文化活动，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学会通过继承和发扬

地方文化，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中发扬踏实肯干的科学态度、致力发展的进取精神、不怕吃苦

的坚持精神等，让地方文化入脑入心，形成大学生人文素养，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发学习。

高校要整合和利用好当地的地方资源，开展红色理论教育的

同时联系实际，比如结合社团活动、暑期社会实践和青年志愿者

活动、实训实习等，组织大学生到社会福利院、养老院、革命纪

念馆、文化古迹等去参观学习和实地调研，让大学生重温历史的

风貌，亲身体验地方文化的力量。不仅将地方文化教育融入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课堂上、课堂下活动，更要融入学生实践活动中，

提升校园文化活动内涵、质量的同时让地方文化精髓内化于心，

从而提升学生的能力，面向社会开展大学生地方文化教育系列志

愿服务，用青年感召青年，提升大学生地方文化教育能力的培养，

培养他们实实在在干事的主人翁精神，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合格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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