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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三全育人”体系的路径研究 
巩立超  魏斌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武威  733006） 

摘要：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全国红色文化资源宝库的重要贡献者，充分发掘利用甘肃地方红色资源，不断探索甘

肃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三全育人”体系的路径，创新育人形式，提高育人的实效性，对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更好

的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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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这片热土上蕴含的红色文化资源种类多、内涵丰富、形式

多样，共有 750 余处遗址遗迹，它们见证和记录了甘肃人民在争

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过程中开创的辉煌业

绩和作出的巨大贡献，无不印证着厚重历史文化。[1] 

我国有多个红色文化较为浓厚的省份，而甘肃相较于其他地

区，在文化方面的独特性，让这一地区在整个红色文化的传承中都

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甘肃时曾表示

甘肃是红色文化的代表地区，是中国革命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2] 甘肃高职院校不论是在数量，还是在办学规模方面，均占到

甘肃高校的“半壁江山”，随着高职院校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

展，构建甘肃高职院校“三全育人”体系，一定高度重视甘肃红色

文化资源的育人价值，要充分利用区域资源优势和特色，将甘肃红

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三全育人”体系，不断提高高职院校育人实

效。 

一、甘肃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三全育人”体系的意义 

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甘肃时，高度肯定甘肃红

色文化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要

作用，陇原大地，点燃革命的火种，很快形成燎原之势。甘肃是红

色文化的发源地，洒满了革命先烈们的殷红鲜血，铸就了共和国的

底色。我们一定要讲好甘肃红色故事，一定要将红色文化永远的传

承发扬下去。 [3] 新时代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要充分利用甘

肃红色文化资源优势，利用红色文化的渗透和激励作用，将甘肃红

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三全育人”体系，讲好甘肃红色故事，把甘

肃红色基因传承好，把甘肃红色精神发扬好，走好新时代新甘肃新

长征路。 

（一）传承甘肃红色基因，弘扬甘肃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地区与当地人民群众一道用鲜血书写了波

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薪火相传，用青春和

热血谱写了一首首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和壮丽史诗。而在甘肃地区

所诞生的红军精神、铁人精神、八步沙精神等，直接展现了当地人

民群众的价值和精神追求，更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的诠释，

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不畏艰险、以生命捍卫国家的高尚思想水

平。青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者，

我们要紧紧依托甘肃红色文化独特的精神内涵，培养和激发他们的

爱国热情和为民情怀。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显著 

甘肃是红色文化资源大省，现有红色遗址遗迹 750 余处，国

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8 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35 个，收

藏的革命文物近万件。这些红色遗址、遗迹、场馆都是我们思想政

治教育过程中可以利用的生动鲜活的资源，挖掘整理并运用甘肃红

色文化资源，让更多的甘肃红色资源进教材，更多的红色故事进师

生的头脑，必将使大学生思政工作的内容更加充盈完善。 

（三）坚定大学生文化自信、坚守理想 

正如习近平总书所言，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对于民族而言，文

化的自信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民族历史的延续。甘肃红色文

化中包含着先辈的人生观、价值观，蕴含着先烈的精、气、神，陇

原儿女无不受其熏陶和滋养。青年学生对甘肃特有的“长征精神”

“南梁精神”“航天精神”“铁人精神”“八步沙精神”等内涵和先

进人物、先进事迹的钦佩和赞赏，无不透露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人们的自豪和骄傲。甘肃红色文化有深沉的持久的力量，我们要将

甘肃红色文化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结合，帮

助青年学生建立红色文化自信，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追求

者、积极传播者和忠实践行者。 

二、甘肃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三全育人”体系现状分

析 

将甘肃红色文化融入到高职院校“三全育人”体系，目前省内

高职院校已开始探索和实践，并结合自身地域资源优势和研究优

势，将甘肃红色文化资源与教材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思政课实践

教学改革创新、大学生社会实践等方面有机融合，让学生在学习的

过程中受到红色文化的感染和熏陶，在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的同

时，达到文化育人和传承红色文化的效果和目标。 

虽然目前甘肃地区在红色文化的传承工作中已取得一定的效

果，但总体上还有一定差距和不足。首先，甘肃虽然是红色文化的

发源地之一，虽然有着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但省内依然有部分地

区对于红色文化的重视度不够，导致宣传和传承发扬红色文化工作

相对滞后。第二，高职院校在红色文化宣传工作中缺乏创新，主要

依靠单纯的讲述，并没有进行思想文化等深层次的讨论和交流。第

三，高校在进行红色文化的宣传工作中，融媒体利用率不高，教学

模式较为单一，不能吸引学生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对此，就

需要提高当地政府与高校加强对红色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通

过加强对教师的职业水平培训、提高多媒体红色教学工作的应用等

方式，让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红色文化的学习中，提升红色文化的

传播效果。 

三、甘肃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三全育人”的路径探析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4]。红色文化作为国家与党的根本所

在，需要通过高校教育教学工作这一平台，让我党的红色文化能够

更加顺利的在大学生中赓续传承，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爱国思想与文

化素养，为我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接班人。 

1. 推动红色文化教育的全员参与 

全员参与是指将学生的红色文化教育工作落实在学生学习、生

活的方方面面。在教师层面上，教师自己需要学习我国的红色文化

思想，了解红色文化的思想内涵，加强自身对我党思想文化的认同，

并在教学工作中，以文化人，推动我国红色文化的教育传承工作。 

高校不仅要发挥好思政课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也要通过日

常的党团组织、教师引导等方式，让学生更加积极的参与到红色文

化的传承中。也可在校内外开展红色文化的传承活动，提高学生对 
（下转第 67 页） 



职业教育 

 67

程中，必须将其作为基础，对人才贯通培养的目标进行分层，细化

成为了各个学段的人才培养目标，同时，而每个学段的人才培养目

标所存在的衔接与区别必须明确，如此有利于一体化设计教学内

容、培养模式及教学评价等方面[4]。 

分解人才培养目标，应注重各层级职业教育在培养技术技能人

才目标的不同。中职专业主要培养的是技术技能初级应用岗位人

才，使技术技能人才与层次职工的素质提高；而高职专业则主要培

养的是技术技能高级应用与管理岗位人才，注重复合型技术技能人

才的高层次发展。人才贯通培养目标的分解必须符合相应层级的职

业教育的功能。 

（三）协同构建师资队伍，为人才贯通培养夯实基础 

对了职业教育人才贯通培养来说，师资力量是其实施过程中的

关键性因素。假如前一学段与后一学段的师资队伍未进行协同构

建，那么，通过一体化设计的培养模式也会在实施过程中无法充分

发挥作用。只有鼓励两个学段师资队伍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合作，才

可以使两支师资队伍的短板得到有效弥补，学科应该和专业进行有

效的整合，充分利用优势互促、互补来更好地完成人才贯通培养的

任务。师资队伍不仅需要协同进行教学活动，同时还需要协同挖掘

教学资源；更需要协同落实科学研究，从而使知识结构中所存在的

不足得到有效弥补[5]。 

结论 

总而言之，职业教育人才贯通培养的目标是满足产业转型升级

中对于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极大需求，职业教育人才

贯通培养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把握这一逻辑核心，对人才培养的模式

进行一体化设计，积极开展丰富多亲的教学活动，有效解决落实难

的问题。从而为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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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的接受度，让红色文化融入到学生的校园生活中，真正实

现将文化思想传承给学生的目标。 

2. 将红色文化教育贯彻在学生成长的全过程 

全过程是指将红色文化教育落实在学生学习的全过程中，从学

生开始接受教育，到学生结束教育的全过程。通过开展这样的红色

文化教育工作，能够让学生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逐渐加强对马克思

主义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红色文化

思想结合课本知识传授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培养学生的红

色思想。［5］高职院校，也需要和普通高校一样，开展相应的红色思

想教育工作，通过更加多样的教学模式，来让学生更加积极的融入

到红色思想文化教育工作中，提高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可度，提升

教育教学效果。 

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教师可以为学生播放一些优秀的红色影

片与纪录片，让学生更加直观的了解到历史人物与其的思想。让学

生有更多的兴趣去了解这些历史事迹，让学生真正的融入到课堂教

学中，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 

同时，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政教师也要将传统课

堂中，要改革以说教为主的教学模式，以背诵为主的学习方式。可

以在教学工作之余，带领学生前往一些红色文化较为浓厚的地区，

引导学生自己去了解这些地区的文化与历史，让学生在课本的学习

之外，更加全面的了解历史。通过这样的教学模式，可以有效地提

高学生对于红色文化与红色历史的兴趣，对于课堂教学的开展能够

起到有效的帮助。 

3. 建立更加科学的红色文化教育体系 

在如今的高校教学工作中，高校也在积极的响应国家号召，加

强了相应的红色文化教学工作。但因为现在的大学生与红色文化诞

生的时代间有着较大的时间差距，所以单纯从课本上学习的知识，

很难让大学生全面的了解这一段历史。学校和教师可以通过开展红

色文化发源地区的实践、著名战役遗址的参观等活动，让学生在现

实中接触到这些真实的历史遗迹，还原历史场景，为大学生展现战

争的残酷与历史的厚重，提高学生心中这段历史的真实感，加深学

生对历史的印象。从不同的层面来陶冶大学生的情操，达到以感性

与理性结合的教育方式来激发大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

感，并通过红色宣传、红色记忆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与价值观。 

四、结语 

甘肃作为我国重要的红色文化传承地区，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华

民族思想文化最直接的一种展现。高校在教学工作中，也需要重视

文化的传承与学生个人思想的教育工作，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

与良好的思想品质。培养出真正心系国家、民族的优秀人才，为我

国的发展与民族的复兴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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