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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

研究——以广东为例 

叶家宜  吴迪  吴楚升 

（广东理工学院  广东肇庆  526070） 

摘要：在现代化教育环境中，随着教育理念的更新，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价值。

通过对广东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与探索，其中含有很多思政教育内容，可以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带来积极影响。所

以，采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和高校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方式，把广东地方特色文化作为思政教育的导向，对思政课程体系加

以重新的建构，不断优化高校教育环境，创新教育方式方法，为学生带来全新的教育体现，把高校的教育特色逐步突显出来。

本文重点分析了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希望为有关教育人士带来有价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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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在新时代社会发展背景中，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

扬非常有必要，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前提条件。所以，

对广东当地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充分的挖掘，将其合理和科学

渗透到高校思政教育过程中，以此成为宝贵的教育资源，有

助于学生对思政教育内容的深入理解与认识，可以从身边环

境出发，提高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性，将红色基因顺利传承

下去，促使我国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对于高校思政教育工

作者来讲，如何把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和思政课堂进行深度融

合，是现在最为重要的课堂研究问题，以此探索出新的融合

教育思路与路径，为学生的综合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推进教

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一、联系地方实际，更新教育内容 

众所周知，广东地方特色文化中，含有很多大学生思想、

人文素质与道德教育内容。因此，在教育工程持续革新背景

下，一定要对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进行创新与优化，特别是在

思政课程体系上，更是要进行持续性的更新与完善。从改革

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内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盖伦、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四方面。如果从理论教学方

面展开，结合新课改之后的教材内容，为学生进行有选择性

的渗透，促使现代化教育体系得到良好转化，把这一地方特

色文化资源合理融入其中。 

比如，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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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这一课程中，教师为学生讲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内容，引入当时在广东肇庆成立叶挺独立团这一实际案例，

进一步把地方人民在这一革命中做出的贡献进行赞扬。同

时，在“树立法治观念 尊重法律权威”这一课程中，教师

就可以借助包公在广东按照法律对砚霸进行惩治案例，让学

生体会到包公秉公执法与执法如山的精神。由此可见，基于

这四门思政课程内容之间差异，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在课堂体

系中的融入也各不相同。例如，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一

课程，可以稍微渗透多一些。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

原理课程中，可以适当减少渗透量。通过对高校思政教育内

容的分析，对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进行灵活的融合，可以达到

预期的深度融合教育效果，也就实现了现代化教育工作改革

的目标。 

二、注重学习与研究，提升教学水平 

在很多时候，教育工作并不是预先设置的，属于生成性

的活动，很多教育资源与要素，都和教育的具体实施情况存

在必然联系。不过，在该种教育环境中，大多数教育资源都

要借助主体开发能力。当主体资源意识与开发水平比较高

时，就会让学生接受良好的教育资源，对学生的思维与视野

加以拓展，方可彰显新时期教育工作革新的意义与价值。 

因此，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教师在其中扮演十分重

要的角色，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在建立终身学习意识

以后，秉持与时俱进的教育原则，不断挖掘当地特色文化资

源，提高自身对思政教育资源的开发能力，促使新的思政教

育资源被开发出来，加上教师教学能力的强化，可以把广东

地区地方红色文化进行有效渗透。另外，教师在带领学生进

行实地参观与调研以后，就可以让学生产生感性的认识，调

动学生的学习与探究兴趣，主动自我思考与分析，对当地政

府网站进行关注，了解地方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动态信

息。同时，教师也要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和广东地区有关的历

史文化课题研究活动，提高学生对当地文化资源的研究深度

与广度，实现良好的以科研促教学的效果，把广东地区的地

方文化资源价值最大程度上发挥。 

三、开放教育空间，建立实践教育平台 

从高校思政教育特征来看，具有实践性与综合性的特

点，是根据党与政府工作进行开展的，因此实践性更为突出

些。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主要是面向全社会。通

过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参加，进而探索出真知。在 2022 年 5

月依赖，广东省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中，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有 69 处，可移动革命文物有 408 件/套。其中，含有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6 处，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有 63 处，馆藏

一级、二级与三级文物数量分别为 41 件/套、79 件/套、288

件/套。现如今，列入到广东省革命文物名录中不可移动革命

文化一共有 1530 处，可移动革命文物有 4952 件/套。在这些

文物保护单位的帮助下，建设了高校思政教育实践教学基

地，突出这一基地的典型性与实践性特征，像阅江楼、法院

与政协等，都可以让学生从中有所感受。在亲自参与到这些

实践教学基地组织活动中以后，让学生有种身临其境的感

受，以此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帮助学生建

立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另外，在实践参观环节中，教师作

为一名讲解员的角色，为学生进行生动地讲解与引导，将自

身教书与育人的教育价值充分发挥出来，促使教师和学生之

间保持融洽的师生关系，增进学生和社会、文化之间的距离，

培养学生道德品质与个人修养的同时，也有利于学生树立良

好的核心素养。 

四、与时俱进，创新教育模式 

在信息时代浪潮下，互联网技术逐步渗透到教育领域

中，以此构建成全新的网络化教育环境。从这一发展现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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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学生的信息的主要传递者与接收者，同时也是思想的被

塑造者与塑造者。一旦学生接受不良网络信息，在诱惑下，

很大程度上会对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教

师要深入了解到这一点，抓住网络技术这一教育机遇，借助

多元化信息技术的教育手段，提高地方文化特色资源和思政

课堂融合的效果。比如，教师引导学生利用智能设备下载广

东地方文化资源的视频，并且建立微信群和 QQ 群，针对广

东地方文化积极主动和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在建立与时俱

进的教育意识以后，不断投入到当前网络技术的学习过程

中，对深度融合教育模式进行创新，不断开发出新的教育思

路与渠道，把因材施教与寓教于乐的教育理念落实到位。基

于思政教育工作自身具有意识与形态教育的特征，主要目的

就是让学生对政治理念进行良好接受与内化。所以，教师可

以引入到情感、体验与意志等教育元素，利用情感的感染力

与号召力，促使学生和当地文化资源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以

此对学生的心灵加以净化，重塑学生的灵魂，充分感受到我

国地方文化资源的魅力。 

五、实行隐性教育，营造多元教育环境 

在隐性教育过程中，教师把教育内容隐藏在教育情境

中，让学生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展开学习，掌握更多学习的

思想、经验与方式方法，将其内化到自己的行为上。在把广

东地方特色文化作为教育主线以后，教师为学生营造多元的

校园环境文化，采用各种融合式教育措施与方法，让地方特

色文化遍布到校园各个角落，将校园文化育人的功能良好发

挥出来。与此同时，在地方文化校园硬件与软件环境构建过

程中，可以建立吴大猷、黎雄、邓小平与陈焕章等历史名人

的雕像，同时也可以运用墙报与电子显示屏等媒体传播方

式，对当地的文化进行宣传。另外，在经常举办有关地方文

化专题讲座、知识竞赛与征文等活动以后，也可以打造地方

特色文化的校园氛围，对学生的思想与行为进行正向的引

导，让地方文化渗透到学生的心中，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品

质与文化修养，促使学生建立文化自信。 

六、结束语 

综上，在多元化教育环境中，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是十

分宝贵与难得的教育元素。通过对广东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

深入挖掘，转变高校思政教育理念，意识到红色文化资源引

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构建特色化与全面化的思政课堂教育

体系，采用各种校园文化建设措施，把立德树人与教书育人

的教育理念落实下去，让学生在成人成才道路上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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