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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疆地区高职院校”行走的思政课”的实践路径探讨

李海霞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云南昆明　650221

摘　要：“行走的思政课”是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旨在通过课堂教学向社会实践的延伸，

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认知的有机统一。它强调将思政课从课堂延展至社会生活，将教育主体置于真实的社会情境中，通过

参与式、体验式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实际场景中感受和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道路的深刻内涵。西南边疆地区

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治理资源，为高职院校开展“行走的思政课”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通过探索红色文化、

民族文化、社会治理等多样化的实践路径，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社

会责任感与文化自信。本文围绕西南边疆地区高职院校“行走的思政课”实践路径，提出红色资源利用、民族文化融合、

社会治理实践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分析各实践路径的实施现状、问题与挑战，以此为提升思政课教育质量提供了新的视角

与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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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进一步要

求思政课要将课堂延伸至社会实践中，依托地方红色资源、

社会治理经验、民族团结教育等特色资源，开展多样化的

实践教学。西南边疆地区作为我国边疆的战略要地，具有

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文化，对于思政课的创新实践具有

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高职院校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

要平台，通过将“行走的思政课”与边疆地区的红色文化、

社会治理实践、民族文化相结合，可有效提升思政课的教

育实效，培养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新时代青年。

1. “行走的思政课”的内涵与价值

1.1 “行走的思政课”的概念

“行走的思政课”突破传统思政课的教学局限，充分

利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民族团结示范区以及社会基层治

理等实践场所，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历史使命感和社会

责任感。在西南边疆地区，边疆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社

会现状为“行走的思政课”提供出较为丰富的实践资源。

学生通过参与边防巡逻、乡村振兴、少数民族文化体验等

活动，深化对党和国家政策的理解，并在实践中培养家国

情怀和集体主义精神 [1]。

1.2 边疆地区的独特教育资源与思政课结合的价值

边疆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民族文化和历史背景，

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此类资源为思政课的实

践教学提供出较为生动、丰富的素材，其价值不言而喻。

首先，边疆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包括抗战时期的重

要战役遗址、革命烈士纪念馆等，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

是学生学习和传承革命精神的生动教材。

其次，边疆地区的民族文化多样性为思政课注入了独

特的文化元素。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

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民族团结教育的

实践基地。

最后，边疆的社会治理实践，如边境巡逻、社会治安

维护等，直接展现了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2]。

2. 西南边疆高职院校”行走的思政课”存在的问题与

挑战

在西南边疆高职院校开展“行走的思政课”过程中，

虽然已有一定的实践基础，但仍面临着问题与挑战，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源整合不足，实践形式单一化。尽管西南边

疆地区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民族特色，但在实际教

学中，很多高职院校未能充分整合这些资源，导致实践活

动形式相对单一。部分学校的实践活动局限于参观、走访

等传统模式，缺乏深度的互动和创新性，未能充分利用现

代技术手段或多样化的实践形式，使得学生的参与感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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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感相对有限，实践效果打折扣。

第二， 校企合作和校地合作不够紧密。在实际操作中，

许多高职院校缺乏与当地政府、企事业单位的紧密合作，

导致实践平台不够丰富，实践机会有限。如，在涉及基层

社会治理、边防巡逻等实践时，由于合作机制不够完善，

学生的实践场所和实践内容的丰富性受到限制，无法实现

真正的沉浸式体验。

第三，组织实施难度大，实践活动周期短 “行走的思

政课”涉及到大量的校外资源和多方协调，组织实施的难

度较大 [3]。如，在偏远的西南边疆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地

理环境复杂等因素，实践活动的安排和组织会受到一定的

制约。

3. 西南边疆地区高职院校”行走的思政课”的实践路

径探索

3.1 以地方红色资源为依托

在西南边疆地区高职院校开展“行走的思政课”过程中，

高职院校需充分利用当地红色文化资源，探索出一套将红

色历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实践模式。

如，云南省职业院校可依托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如

滇西抗战纪念馆、畹町国门、中缅抗战纪念碑等，设计了“红

色记忆之旅”的思政实践课程，旨在通过沉浸式的历史体验，

引导学生从实际场景中领悟革命精神的深刻内涵。具体实

施过程中，学校首先在课堂上安排专题讲座，由思政教师

结合当地红色历史，系统讲解滇西抗战的背景、革命烈士

的英勇事迹以及红色文化的现实意义，帮助学生从理论上

初步了解革命历史的背景和价值 [4]。

在理论基础打牢之后，学校组织学生前往滇西抗战纪

念馆和畹町国门进行实地考察。这些地方承载着中国人民

抗击外敌、保家卫国的历史记忆，如在畹町国门，学生通

过近距离观察国门、国旗以及两国边境的实际状况，体会

到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不可侵犯 [5]。

实践过程中，学校可邀请了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和边

境驻守多年的老兵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这些座谈

会中，学生聆听到老战士讲述亲身经历的抗战故事，了解

到学生在战斗中的英勇无畏、无私奉献精神。

实践活动结束后，学校可还组织学生撰写社会实践报

告，并通过小组讨论和集体汇报的方式，深化实践成果。

每个学生在报告中详细记录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并结合课

堂学习内容反思自己在实践中的收获。学校还通过展示优

秀实践报告和学生演讲，让全校师生共同参与其中，进一

步扩大了红色文化教育的覆盖面。

3.2 与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

在西南边疆地区开展“行走的思政课”，与少数民族

文化相结合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化、生活化的重要路

径之一。该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资源。

首先，将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融入思政课，可拓宽学

生的视野，使学生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在

实践过程中，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通

过实地走访和体验少数民族的传统节庆、宗教仪式、民俗

活动等，感受各民族独特的文化习俗。学生在体验过程中，

可亲身感受到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认识

到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例如，在少数民族

村落中，学生可以参与到当地的节庆活动中，亲身体验民

族服饰、舞蹈、饮食文化等。在节庆中，少数民族文化中

的共同体意识、集体劳动精神和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会通

过实际体验深植于学生的内心。

其次，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的“行走的思政课”有助

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在实践

教学中，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参观少数民族历史博物馆、遗

址和文化遗产保护地等，让学生深入了解少数民族在不同

时期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3.3 融入边疆社会治理实践

首先，西南边疆地区地理位置特殊，部分地区紧邻国界，

边境管理和国家安全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将边防

巡逻等实践融入思政课教学，可让学生亲身感受到国家安

全与边疆稳定的重要性。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与边防部队或

地方公安机关联合，参与短期边防巡逻体验，让学生在实

际环境中感受边防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例如，学生可

以随同边防警察进行巡逻，通过实地观察和参与，了解边

防执法的具体操作流程、技术手段，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

紧急措施。

其次，边疆地区的乡村治理是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构成。通过将乡村

治理实践融入思政课，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深入边疆的农村、

社区，参与实际的基层治理活动，如村委会的选举、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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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务管理、扶贫工作等。学生可以通过观察和参与，

了解村级自治组织的运行模式，体验村干部如何在有限资

源下协调各方利益、解决实际问题，深入认识基层治理的

重要性。例如，学生可以协助地方政府开展乡村规划、环

境整治、扶贫调研等工作，亲身参与到地方公共事务的处

理当中，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最后，社会治理实践中

的法治与德治结合。

3.4 与现代科技和数字技术结合

3.4.1VR 与 AR 技术的应用，增强学习的沉浸感

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为“行走的思

政课”提供了全新的体验方式，特别是在西南边疆地区，

地理条件相对复杂，实际参与和访问边境地区或偏远红色

遗址可能受到时间、交通等因素的限制。通过 VR 和 AR 技

术，教师可以创建逼真的虚拟场景，让学生“行走”于历

史中的革命遗址、边境巡逻线、民族村落等，让他们足不

出户便能沉浸式地体验历史场景和社会现状。

3.4.2 数字化平台与大数据分析，优化教学与学习效果

通过数字化学习平台与大数据分析技术，教师可以对

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数据追踪和分析，从而优化教学内容、

形式和进度。在“行走的思政课”中，学校可以搭建线上平台，

通过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路径、实践反馈、知识掌握程度等，

从而精准识别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存在的问题，进而调整教

学策略。例如，借助线上平台，教师可以定期发布有关边

疆历史、民族团结等主题的学习资料和实践任务，学生可

以在线提交学习心得和实践报告，而教师则可通过大数据

分析学生的提交情况，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度和知识吸收度。

3.4.3 信息化教学资源库的建设，提升教学资源的丰

富性

将现代科技融入“行走的思政课”的另一重要路径是

建设信息化的教学资源库，整合红色文化资源、民族文化、

边疆治理实践案例等内容，形成多媒体教学资源库。通过

该资源库，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查阅相关的历史文献、视频

纪录片、虚拟体验场景等丰富的数字资源，从而拓展课堂

教学的外延。例如，学校可以通过与地方博物馆、革命纪

念馆、边防站等机构合作，建立“数字博物馆”或“虚拟

纪念馆”，让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这些平台，在学习

过程中深度了解边疆革命历史和社会治理实践。数字资源

库的建设也有助于教师整合多样化的教学内容，使课程更

加生动、多维度，从而提升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教学效果。

结束语：

总之，西南边疆地区高职院校在“行走的思政课”实

践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地方红色资源、民族文化和社会治

理实践优势，形成多元化的教学路径，以提升思政课的教

育质量与学生的综合素养。通过不断创新教学模式，融合

现代科技手段，能够增强学生的参与感与实践能力，培养

他们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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