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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融入课程思政路径研究 
井维娜 

（牡丹江大学  157011） 

摘要：高职院校教学中融入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是课程思政研究和探索的方向，这不仅是高职院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

要方面，也是培养学生文化审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手段，该文主要从“三全五环”模式入手探索地方特

色文化资源融入课程思政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路径。 

关键词：课程思政  地方特色文化资源  思政路径 

Research on integrating local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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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o the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eaching is the direction of course education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thi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is also cultivate students 'culture aesthetic inheritanc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the important means 

of promo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the article mainly from the "three rings" mode to explore local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the course ideological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implement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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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来，

随着课程思政建设的逐步深入，各地也出台了融合地方特色文化资

源方面的课程思政建设文件，如 2020 年黑龙江省教育厅下发《全面

推进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同年黑龙江省又发布

了关于在大中小学开展“五色”教育活动的指导意见。在这样的背

景下，高职院校教学中融入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是课程思政将要研究

和探索的方向。本文主要从“三全五环”即全员、全程、全心以及

从教师、教学建设、教学实施、教学方法和教学资源等五个环节探

索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融入课程思政的有效路径。 

（一）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 

目前全国高校已掀起课程思政推进的热潮，但是在课程思政实

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近年来课程思政建设研究的多、

顶层设计规划的少，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推进“不系统”、设计有

“短板”、实施“有误区”等问题，同时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与课程思

政融合的路径研究较少，还需不断探索课程思政与地方特色文化资

源相融合的实施路径与方法等。地域文化特色形态多种多样，与课

程思政改革具有很强的融通性。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统领，充分挖

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将地方优秀文化融入到地方高校的课程思政

改革中，使文化资源和课程思政深度融合，就要构建文化育人的课

程思政体系。具体来说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开发、整理和利

用是课程思政教学的有利支撑，学校的顶层设计是实施的保障，教

师团队及管理人员和学生文化认同是关键，课程教学实施是主渠道。

这几个要素之间只有相互支撑相互协调才能达到 好的效果。 

（二）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及其相关概念 

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是指人们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经过长期生

存发展而形成的具有某种特色的自然风貌、社会习俗、思想观念、

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等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影响、互相浸润而孕育

产生的具有本地特色文化资源。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是我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具有鲜明的地

域传承性、特色文化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可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可以是民间艺术、当地风俗习惯等。 

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有利于弘扬地方文化、彰显地域特点、树立

品牌价值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文化。地方特色文化教育资源，是指

在课堂教学中，将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时代风貌、风土人情、

自然风光等文化因子运用到课程思政教学当中，以培养学生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融入课程思政的意义 

1.项目融入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弘扬地方文化、彰显地域特点。

课程思政主要研究以立德树人为目标，高校课程可以以地方特色文

化资源为选题，通过以实训项目为依托创新课程教学模式，将积极

正确的创作观、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及现代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内

容巧妙的融入教学实训项目的教学过程中，旨在推进地方特色文化

资源与专业课程思政与技能板块协同互补和有机融合，从而帮助学

生在收获专业知识、职业技能的同时，引导他们成为拥有家国情怀、

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艺术人。 

2.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作为专业课程我们要紧紧围绕国家和区域发展需求，结合学校

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

相互支撑的课程思政体系。要切实把教育教学作为 基础 根本的

工作，深入挖掘专业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事物发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

增长见识，塑造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3.有利于培养德才兼备的技能人才从而有利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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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毕业就是为了就业，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知识实现自己的人

生价值，所以探讨在新时代下如何构建课程思政实践教学体系，通

过创新地域文化资源与课程想融合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课程思政

与技能培养相融合的课程设计及体系，从而巩固和强化学生的职业

核心能力，进而有利于就业，也有利于实现国家对职业人才的要求

和标准。 

（四）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融入课程思政的路径及方法 

本文从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出发，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将价

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合。探索“三全五环”地方特

色文化资源融入课程思政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路径，在实训项目贯穿

下，三全即“全员、全程、全心”。全员即专业全体教师参加课程思

政项目；全程即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及课堂教学等全程融入思政；

全心即所有教师全心全意为学生，把学生培养成有技能有责任有担

当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接班人。五环具体指教师、课程建设、教学实

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五个方面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保证课程思

政效果。 

具体主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以“项目化”教学方式探索

地方特色文化资源、龙江“四大精神”和“红绿蓝金银”五色教育

与课程思政融合的实施路径，旨在将地方优秀文化融入到地方高校

的课程思政改革中，让文化资源和课程思政深度融合，同时将积极

正确的创作观、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及现代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内

容巧妙的融入教学实训项目的教学过程中，推进专业课程思政与技

能板块的协同互补和有机融合，从而帮助学生在收获专业知识、职

业技能的同时，引导他们成为拥有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一、教师方面：组建课程思政教学团队，提升课程思政意识。 

教学团队由专业课教师、学校专任思政课程教师、和企业合作

指导老师构成。教师根据不同专业特点和优势，互相合作协同创新。

同时通过参加各级各类培训增强教师课程思政意识，特别是地方历

史文化资源方面的培训，使教育者先受教育，理解课程思政的重要

意义，增强课程思政的自觉性和使命感；通过参加各种形式课程思

政教学能力比赛提高课程思政能力；通过集体教研一方面对地方文

化特色资源融入课程思政进行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使教师通过学习

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积极教育的规律方法和艺术，提高自己与学

生的沟通交流能力，提高自己说服教育、情感陶冶的能力；这样使

教师在课程思政及地方文化资源培训、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整体教

学设计及教学方法等方面有所提高，保证教学效果。 

二、课程建设方面：做好顶层设计，构建具有特点的课程思政

教学体系。 

课程所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及课程标准制订时做好地方特色

文化资源融入课程思政的顶层设计。这样能保证系统性、专业性和

课程之间的协调性，避免因没有较好的顶层设计而导致地方特色文

化资源重复等情况发生，构建文化育人的课程思政体系。同时根据

学情、课程特点确定课程教学模式。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可

以很好的在线上推送各种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提升学生素养，有利

于课堂教学的开展。 

三、课堂实施方面：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夯实课程思政。 

逐渐探索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主要环节针对专业特点融入

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具体要在准备环节注重预设，在实施环节关注

生成，在总结环节有意提升，在练习环节精心设计，在实践环节积

极拓展。以《微电影创作》课程为例。在准备环节可以通过教学云

平台推送各类文化资源信息，学生在观看的时候就会潜移默化的掌

握相关资源；课中通过实训项目融合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实训项目

分为常规项目和热点项目。常规项目在选题方面可以从龙江四大精

神、以及赵一曼、赵尚志、马俊等英雄人物方面寻找选题。热点项

目结合实事背景选择选题，如建国 70 周年、建党 100 周年、建团

100 周年纪念日等都可以通过微电影创作的方式，展示地方特色文

化资源。同时其他课程也可以依据课程特点在课中使文化资源和课

程思政深度融合，比如中文专业可以把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融入到文

章赏析及写作中；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专业在进行地方文化展馆项目

制作中潜移默化的学习和掌握了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图形图像处理

课程在教学案例选择以及项目制作方面也同样可以融入地方特色文

化元素。 

四、课堂教学方法方面：教学方法灵活运用，课程思政如盐融

水润物无声。 

为了使课程思政融入不生硬，如盐融水润物无声。在教学实施

中要善于掌握适合的教学方法。例如项目教学法，可以把地方特色

文化融入到实训项目中；如案例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各

种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案例融入教学；小组研讨法可以通过小组相互

研讨共同寻找地方历史资源、红色资源等。 

五、课程教学资源方面：建设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提升学生文

化素养。 

1.探索建设地域文化特色教学资源包，包括专业名人小传、专

业知名作品赏析、专业地域特色文化资源包，丰富教学资源的同时

提升学生地域特色文化素养。 

2.开发融入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课程思政教材。在开发以项目化

为载体的活页式教材或工作手册式教材时，可以在项目化设计方面

以及教学案例方面融入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比如《视听语言》

教材以 美龙江系列短视频为载体，通过 美龙江系列短视频制作，

在弘扬龙江四大精神、龙江五色文化等方面很好的融入到短视频制

作项目中，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查阅资料、视频策划、拍摄剪

辑中会潜移默化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取得较好的效果。 

（五）结语 

综上所述，课程思政是实现立德树人育人目标的重要抓手，地

方特色文化资源融入课程教学是课程思政探索的方向。教无定法，

在实际教学中老师需要结合专业特点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充分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将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时代风貌、风土

人情、自然风光等文化因子融入到课程思政教学当中，促进地方特

色文化资源与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合，促使学生能够通过当地环境、

历史背景提升自身思想意识，以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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