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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思政课引入地方文化以提高吸引力的思考
丁凤强

（连云港生物工程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连云港 222248）

摘要：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融入地方文化，可以极大地丰富思政教学资源，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对提高学生良好思想品质

修养方面具有积极的价值及意义。连云港是山海相拥、风景迷人的一座城市，具有悠久深厚的文化底蕴。笔者以连云港为例，通过介绍

连云港独特的地方文化优势及特征，阐明了思政课要引入地方文化的观点，并就引入连云港地方文化资源，尤其是山海文化、独特的军

垦文化、知青文化资源、水晶文化等，提高思政课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做了深入的探讨，对当前提高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性，乃至实现

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任务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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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教育担负着为社会建设输送人才、为国力增强储备资源

的重要任务。中职院校培养的学生是我们国家不可缺少的人才资

源，可以说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希望。目前来看，尽管我国的中

职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进步，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大多数中

职院校的教学模式不够完善，在人才素质培养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尤其是当前的学生的文化素养、德育水平急待提高。可以说，加

强中职院校的思政教学，对中学生思政素养的提高，以及立德树

人的根本教育任务的达成均有现实意义。

一、连云港地方文化资源及其对思政课教学的积极意义

（一）地方文化资源的界定——以连云港为例

⒈山海文化

巍巍的云台山脉，伟岸而高耸，它是大自然留给连云港人的

天然励志塑德教材。传奇的花果山，成就“一部《西游》未出此

山半部”，它的合作故事给当代创业人众多的理智策略与启迪。

滔滔的黄海，开阔与包容，应对当今开放的一体化趋势，无论是

做人还是做事，都需要海一样的胸襟，山一样的自信。我们挖掘

连云港的山海文化，并巧妙地运用到高尚人格的塑造与创业发展

的时代精神的培养之中，广大中职生高度欣赏与充分认可，真正

达到喜闻乐见、自觉内化的效果。

⒉军垦文化

连云港沿海开发所形成的军垦文化是中职生思政课的鲜活教

科书。连云港拥有江苏省最大的国有农场——东辛农场，东辛农

场原属江苏省建设兵团，前辈多为经历淮海战役的转业战士。在

60 多年前，一大批充满朝气的青年官兵，经过殊死搏斗、历尽千

辛万苦，迎来全国解放。然而，他们没有满足于战争的胜利，也

没有沉迷于躺在功勋簿上享乐，而是毅然踏上新的征程，担当起

沿边、沿江、沿海的建设任务。他们成为开荒创业的生产建设兵

团的军垦战士，在此铸剑为犁，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成就，

铸就了伟大的军垦精神。他们身上有兵团战士的顽强斗志，军队

的团结一致，军人的刚毅坚强，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无私奉献、服从大局的军垦精神，这是兵团儿女所创

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世代相传。作为思政教育工作者，

要充分利用起这种特殊的地方文化，将连云港的军垦精神融于课

堂教学，使其为中职生的创业教育服务，将学生培养成乐于奉献、

艰苦奋斗的新型技术人才，提升他们在未来创业道路上的战斗力。

在思政课教育中要积极推进当地人所熟悉的军垦文化，使学生能

够在情感上认同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激发出爱国主义精神和创业

精神，从而使中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具有真正的实效性。

⒊知青文化

知青文化是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上世纪 60 年代末，广大城

市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放弃优裕的城市生活环境，来到偏僻

落后的苏北农村。传授知识，推广科技，播洒文明，为农村经济

文化的发展立下不朽的功绩。在农村期间，广大知青以青春热血，

普就了无数动人篇章。他们在历史条件下，用可歌可泣的故事，

创造出富有特定文化内涵的“知青文化”。这种文化体现了一种

激昂的使命感、一种无私的奉献观、一种平和的生活态度、一种

愉悦的劳动体验、一种自觉的文化传播。他们在建设农村的过程中，

为自己的一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能力。他们可歌可泣的历史也

为农场的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学校研究知青文化，重在

收集和整理文献、实物，组织学生参观学习，体味知青文化的内涵、

真谛，提升学生干事业的激情感。

4. 水晶文化

连云港市东海县富藏水晶资源。水晶晶莹剔透，恰似做人的

冰清玉洁、纯洁无暇。水晶需要精雕细琢，不断打磨，方成正品、

精品。围绕“晶”字，我们教育中职生学晶心晶莹，做精心精品，

以传递树人之道、工匠精神。

（二）地方文思政课教育的必要性

思政理论课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可以帮

助其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在广阔的地域上，衍生出了一大批极具特点而又一脉

相承的地域文化。这些岁月积淀而成的地域文化饱含着热烈的爱

国主义情怀，体现着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在中职生的思政课教

育中，将思政课教材与极具内涵的地方文化结合起来，相互融合

与协调，这就使得枯燥的思政课贴近了当地真实的生活，增强了

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思政课也增加了更好的实践体验平台。

1. 地方文化资源可以转化为思政课的教学资源，极大丰富思

政教学内容

部分思政教师将授课内容局限在一本教材上，把大量的思政

理论变成了空洞的说教，影响了思政课开展的实效性。只有不断

地丰富教学内容，使其趋于完善，才能提升课堂魅力，强化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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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实效性。在课堂构建过程中，教师要加以利用和挖掘富有地

域特色的地方文化资源，因地、因才、适时地引入连云港山海文

化、军垦文化、知青文化等文化，培育学生山的自信、海的包容、

军人的刚毅、合作的快乐、知青的豁达、使命的神圣等，能够丰

富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效果。这是因为，这些文化资源都是学生

在日常生活环境中能够感知的到，是他们感兴趣的、熟悉的，又

是成长与发展所必须的，故而能够生动、直观地植入到枯燥的理

论讲授中，给思政课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活力。

⒉地方文化资源可以强化思政教学效果，提高学生学习积极

性

提高思政课实效性的关键性在于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以极具

说服力的方式带动学生的积极性，唯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能够深

入透彻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校所处在一定的地方文化中，

同样的是，学生也受该地方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对所在地区的文

化资源具有一定的情感基础。有计划、有目标地将地方文化资源

应用到思政课理论中，会使学生产生一定的亲切感，并能将课本

理论与当地文化结合起来加以理解，更容易接受，这就大大提高

了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增强了说服力，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

二、有效利用连云港地方文化强化思政课教学效果的途径

（一）创新和改革思政教学方法

思政课教育除了包含大量的理论体系外，还具有很强的实践

性。思政课堂构建一定要坚持实际与理论联系的原则，加强开发

有利于学生实践方面的教学资源，增加实践内容。思政课的实践

教学模式可以说是提高思政课时效性的最有利的途径和方法。同

时，实践教学也离不开丰富的教学资源，而一些可以反映地方文

化的生产基地、历史遗迹、博物馆等，都可以作为地方文化教育

资源的有效载体。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对这些本地历史文化资源进

行参观、整理与提炼，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在开展实践活动的

同时，加对深思政课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综合运用能力，帮助

学生在实践教育中产生新观点、意识，将思政知识内化为行为能力。

作为连云港的中职院校，我们在探索提高思政课的有效途径

过程中，充分挖掘连云港的历史文化资源，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

访谈当地、当时的亲历者、查阅文献资料、体验场景等，收到了

很好的学习效果。

（二）增强与凝重思政实践内容

为了有效地增强中职思政课实效性，师资队伍建设要重视专

兼结合，以学校思政教师、社会优秀人才为主导力量，共同实施

教学，立足于本校的教学资源与地方文化资源，联合起文化部门

的工作者，创建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大力开展内容丰富、目标

明确的实践活动，使思政课的教学内容能够与地方文化资源得到

有效的结合。

目前，我国的思政课教材都是国家统编的，这虽然一定程度

上保证了思政课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但是并不适合各个地区、各

个层次、各种类型学生的需求，这就需要中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

结合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与大量的实践活动巧妙结合，灵活地丰

富和开发教学资源，将学生能够切身体会到的地方文化以多种形

式引用到教学中，为学生打造一个真实、可感的学习环境，让不

同文化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思政教学。

（三）加强与提升思政教师的综合素养

思政教师的工作责任重大，具有光荣的使命，能否将地方文

化有效地应用到思政教学中，最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政教师的文化

素养。思政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要持续地完善自身的政治

理论、思想道德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才能将思政理论的教育变

得具体化，从而渗透到学生的思想中去，真正发挥好引领作用。

第一，培养思政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思政教师要坚定信仰，能

够把握住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贯彻了解马克思主义，以科学、

严肃的态度来面对人生与事业，以高尚的思想素质感染并影响学

生。第二，提升思政教师的工作能力。思政教师要加强对理论知

识的学习，夯实理论基础，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观摩与学习

其他优秀教师的教学模式，共同开展和研究思政课题，努力完善

教学资源。同时，能够运用多媒体等先进教学方法，恰当运用丰

富的媒体资源，提高业务素质。第三，提升思政教师的文化修养。

连云港是一个极具文化积淀的城市，思政教师要深入了解这些地

方文化，将地方文化应用到思政教学资源开发中工作中。通过在

思政课中引入地方文化，丰富思政思政教育的内涵与形式，不仅

能激发学生对地方文化的兴趣，而且能够帮助学生深化思想，进

而增强学生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并更快融入到思政学习氛围中。

教师要意识到，中职院校的思政工作者的工作目标就是引导学生

树立起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在今后的社会建设中能够

最大化地发挥个体力量。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地方文化资源在思政教学的应用，是一个综合性、

实践性、可行性较强的研究课题。就目前而言，中职院校对地方

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远远不足。地方文化资源向教育资源的转

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地方文化对于思政教

育的巨大支持，结合学情不断将其转化为思政课教育资源。中职

院校将所处地方文化中极具特色的文化资源转为教育资源，通过

其丰富思政教学模式与内容，不仅可以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而

且可以提升思政课教育功能。这种思政教学创新思路，有利于传

承和弘扬地方文化资源，培养学生建设家乡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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