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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地域文化融入职业院校思政育人路径探索 
史维波 

（甘肃机电职院技术学院） 

摘要：优秀地域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智慧美德在区域的集中体现。职业教育必须充实思想政治教

学课堂内涵，完善教师团队建设，通过新媒介平台有效的把我国优秀地域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起来，从而提升学生的整体

素养。本文就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地域文化融入职业院校思政育人路径进行分析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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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nation'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ducation are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intelligence. Higher education must enrich the classroom conno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team, and effectively integrat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through new media platform,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overall qu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excellent regional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Keywords: regional culture; Vocational colle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引言：我国先进的传统文化教育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培育

中华文明自信、建立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最主要来源。我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明来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孕育的中华民

族伟大传统文化教育，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革命斗争、建设和改造

所开创的革命文明和社会主义先进文明的结晶，植根于中华民族伟

大传统文化教育。在新时代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

课，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重大课题。优秀地域文化

作为中华大地特定区域传承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文化传统，

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蕴含着深厚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

道德规范。本论文针对职业院校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认知度不高、

传承度低下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不强等主要问题，通过

深化对优秀地域文化资源融入职业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不仅适应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的需要，也是新时期优秀地域文

化传承与发展的内在需要。 

一、国内外现状分析 

目前，对于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加强职业院校学生思

想政治教学，进行优秀文化继承和发扬的方法较少。西方学术界对

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社会学、人类学、

政治学、历史学等诸多专业，并没有建立明晰的专业属性。而我国

学者对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与职业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学的研究，大

致有以下三种观点:其一，从文化教育的视角进行思想政治教学，强

调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教化功用，是对传统教育的思

想政治引导与发展助力;其二，从思想政治教学的视角研究传统文化

教育，着力研究怎样运用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学的载体与

内涵来源;其三，以我国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资源为例，剖析了将地

方文化资源整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具体途径与价值。已有的基础理

论研究为本文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更丰富的理论基础，而我国

各个地区文化中所蕴含的人文特点、人文精神与思想也有其各自的

特殊性。探讨如何将我国不同区域的地方思想教育资源更有效地整

合到普通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上来，已经形成了一个重大学

术问题。就目前将天水优质文化教学资源渗透到职业院校学生思想

政治教学的研究状况而言，研究范围较浅，但针对天水传统文化的

特色，已经研究了如何与时俱进的把天水优质传统文化教学资源融

入职业院校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进程中，并通过完善专

业建设项目、成立天水传统特色文化教育的研发基地、通过完善网

络平台推广和传播、研究，进一步发掘和运用地方特色文化教育中

的教学资源，提高和完善职业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以推动中华

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二、优秀地域文化教育渗透到大学思政教学的重要性 

（一）转变地域文化观念，丰富校园文化内涵 

传统的地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传统历史文化与世界

先进文明的重要部分。传统地域文化从某种含义上,也就是把某些地

方传统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文物、形状图像、美术色彩、风土

民风等,以适当的表达方式和方法转换为符号形式,并加以信息传

递。传统地域文化是当地历史文明的精髓,有着强烈的地方特征，职

业院校肩负着继承和弘扬地域传统文化的重任。[1]。 

（二）加强优秀地域文化资源收集整理，有效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 

就职业院校来说,对传统的地域文化教育的渗透和有效融合对

思想政治老师、历史学科的指导老师和社会实践教师都提出了更高

的需求。学生们不但要掌握政治知识,而且还要掌握我国传统地区的

历史与人文。如今,这些职业院校学生思想活泼,想象力丰富。而假

如他们仍继续使用传统的填鸭式或灌输式教法,则学生们很可能会

没有教育兴趣。在此时,历史教师就必须改革传统教学方法,增强教

育创新的能力,主动应对并解决学生所提出的各类问题。而思想政治

老师则要进一步扩大教学知识面,收集并能充分吸纳学生的历史课

程和有关资料,并根据当地传统地域文化开展历史教育。 

（三）注重全方位融入，运用课程思政积极开展实践教学 

课程思政教学,是我国近年来在职业院校提倡的一个全新的育

人教学方式。其特点是将课程中的思想政治育人元素全方位系统地

渗透到教学的每个流程与环节之中,对学习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

响。因此需要充分运用显性教学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影响,

以进一步建立健全的培训体系。即使在设计专业的实际教育过程中,

也需要深度发掘德育教学资源。例如，在一些美术学科,由于西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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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的艺术活动相当活跃,在西方发达国家所进行的很多美术教

学也都是采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艺术设计理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学生会觉得中国国内的美术教学发展还比不上西方发达国家。在

这个情形下, 职业院校就需要更加合理地剖析我国地域传统文化,

寻找富有我国地方民族特色的艺术设计理念,特别是加强与职业院

校所在区域博物馆、文化馆等的联系，强化博物馆、文化馆实践育

人功能，并中国元素将其融入艺术课程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对于引

导学生牢固树立文化自信非常重要。 

三、优秀传统文化与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问题分

析 

（一）地域文化在职业院校思政教育中的困境 

目前，我国新课程改革正在不断推进中,但职业院校仍未建立健

全的教师课程制度,在学科设置上也具有相当的局限。尽管职业院校

明确提出要把传统的地域文化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但总的

来说,具体的设计规划与推进对策并不完备。第二, 职业院校在传承

与发扬地方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对这些文化教育做出合理

的甄别与分类,尤其是职业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针对传统的地

域文化教育的特征与发展趋势,深入分析地方传统文化教育的精髓,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在教学过程中,

老师与学生之间仍然缺乏良好高效的互动沟通。随着课堂与教学改

革的逐步深入,大部分学生都有了自主学习的意识。基于此, 职业院

校老师还需要在教学活动中利用现代化的教育信息技术和教学技

术手段,进行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在融合传统的地域文化教

育的过程中,还需要以现代信息技术和多媒体为主要载体。根据调查,

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师不善于掌握新的教学方法。 

（二）地域文化在职业院校课堂中缺失 

在课程方面，职业院校虽然在学校开设了与地域文化相关的课

程，但对我国地域文化课程的关注程度却显然不足，主要表现在教

学形式上多是选修，而且学分不高，也比较容易完成。我国很多学

生都对学习地域文化没有兴趣，而且对待地域文化的态度也不端

正，所以这样的教学形式只会让我国大学生越来越轻视我国地域文

化的价值与意义。在教学内容上，我国大学思想政治课教材更强调

文化基础知识的教学。尽管教学内容的撰写中包含了我国地域文化

教育的有关内涵，但和其他知识领域一样，教育依然面临着共享缺

失、人文融合创新缺失的问题。在教育形式上，单纯通过传统的理

论灌输，学生往往很难在内心认同。此外，教师个人的传统地域文

化素质对高校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但目前，我国职业院校还缺少深

入掌握我国优秀地域文化教育的老师[2]。所以，如果说教师本人缺

乏了优秀的地域文化教育涵养，更别说对学生开展了良好的地域文

化教育，那么在职业院校课堂教学中对地域文化教育的不足，成为

当前我国地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我国优秀地域文化教育融入思政教学的路径和方式 

（一）科学合理设计优秀地域文化教育教学的内容 

对优秀地域文化的教学者而言，课堂教学形式一直是最直观、

最常见的教学方式。所以，对优秀地域文化的教学内容加以适当安

排是十分关键的。因此，在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心

之时，教师还可以通过合理使用优质的教育视频、学生英雄评价文

章和学校参与论坛活动等，让学生自由搜集相关材料，从而尽可能

地丰富教育内容，使学生深刻感受优秀地域文化教育的深厚含义，

从而唤起学生的信用意识，恪守社会公德，养成自我反省和自我教

育的良好思想，从而进一步增强学生自我素质。在培养学生自强不

息的进取精神同时，也可以反映在对学生品德的培养上，特别是在

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学中，通过安排我国优秀地域文化故事案例，培

养学生的读书趣味，让学生以小组活动的形式学习，还能够通过充

分运用地方传统文化教育资料等地方传统文化教育资料，进一步充

实了理论知识课程，更易于被学习者理解与接受，从而增强了优秀

地方传统文化教育资料在学校思想政治教学中的教学有效性、针对

性。 

（二）不断提高思政工作者的文化素养 

数千年来，伟大的传统文明早已渗透到了人类的民族心里。缺

乏深邃的理解，就缺乏开阔的胸襟和高尚的境界。把我国优良的传

统文化教育精神渗透到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学，就应当把培养我国

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学工作者的良好传统文化素质，当成一个重大

任务。而职业院校教师并不仅仅是大学生掌握教育专业知识的引导

者，而且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队伍的主力军。要站在学习优良

传统文化教育的前面，将传统文化教育铭刻于心，在学生面前全面、

广泛、深刻、灵活地掌握，以促进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进一步

增强学好传统文化教育的意识，形成良好师德典范。学生们要广泛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地域文化，并使学生会用马克思主义的

观点、观念与方法，准确地对待优秀地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而对

于教师们来说，要把了解中国最先进的传统文化置于教育第一位，

就需要给老师们提供更丰富的教育机遇，以增强和深化对优秀地域

文化的认识。也正是为此，职业院校常常举办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

化的教学协会，对教师们开展专题讲座[3]。而另一方面，开展活动

的过程中，也可以有效提升老师的文化素质。所以，教师要将传统

文化中的知识与思想政治课有机地结合，加强交流，让优秀的地域

文化教育课程更好地付诸育人实践。 

（三）用新媒体技术提高学生传统文化的兴趣 

目前，我国职业院校学生生活正处在一个智能信息时代。电子

设备，如手机和笔记本等主导着职业院校学生的主要精神生活。电

子阅读时间变得更短，更快，更有趣。这些传统阅读方法早已成为

了职业院校学生的一个生活习惯，对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心态以及

对优秀地域文化的理解方法与意识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所以，运用

好新兴传媒技术手段，在职业院校学生中传播较优秀的地域文化也

就具有意义，从而激起了学生们对优良传统文化教育的兴趣和求知

欲，提高了学生们对优良传统文化教育的认识与了解，进一步加深

学生们对我国优良传统文化教育的了解。另外，职业院校还需要积

极运用多媒体，完善与传统文化中地域文化相关的课程网站和图书

馆等网络数据库，使真正了解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各学科教师们能

够集思广益，总结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从而有助于对优

秀地域文化资源进行整理，选材研究，并选取学生们真正需要了解

的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板块[4]。 

（下转第 156 页） 



高等教育 

 156 

14-15，在专业授课过程中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更有效地引入思政

内容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教师应当意识到不同方式的优缺点和适用

环境，灵活主动、潜移默化、有意识和有步骤地引导学生，克服传

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创造更加合理有效平衡的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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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方向：临床医学教育。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 2021 年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建设

项目（编号：2021JG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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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合社会实践活动，营造优良传统文化教育的空间环境 

一是通过运用校园报、校园广播、宣传资料展板等现有的校园

网络资源，积极发展学校作为中华优秀地域文化教育的适当传播阵

地，并结合网络媒体等现代教学传播手段，在校园内建立了传播中

华优秀地域文化教育精神的良好氛围。二是学校的各社团、学生会、

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等，可以利用学校定期定点举办的优秀地域文化

教育专题讲座、问答比赛、阅读感受交流会等，培养学生对学习良

好优秀地域文化教育工作的浓厚兴趣，充分调动了学生在学习我国

优秀地域文化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让优秀地域文化教育扎根在

广大学生的政治思维和生活行为规范之中。三是要在传统节日时期

做好对学生的优秀地域文化教育工作，使学生认识不同地域传统节

日的历史渊源，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另外，除学生的

校园实践活动之外，要加强学生优秀优秀地域文化教育实践活动。

比如，强化职业院校与地方的联系，给学生创造开展社会学习活动

的机会，允许学生进行游览、调研、实地考察、与当地民间艺术家

沟通等，并做出详细记录，让学生更切实地将中华优秀地域文化的

道德精神铭刻于心，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结束语： 

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

育，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也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

需要，职业院校承担为社会输送有理想、有信仰、有技能、有创造、

有责任、有贡献的高层次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任。在教学中，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研究应当同学校课程和教学内容的变革相结

合。在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以新的形式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有

利于缩短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的距离，有利于教育内容、教育载体

和教育环境的有机结合，帮助学生对传播优秀地域文化产生浓厚的

兴趣和钦佩，增强对家国情怀的认同感，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思

想意识和政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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