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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地区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路径研究
李嘉燕 李书甜

五邑大学 广东 江门 529000

【摘 要】：江门五邑作为“中国第一侨乡”，蕴含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而社会实践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

径，把五邑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十分必要。本项目致力挖掘五邑地区红色文化，调研五邑地区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

社会实践的现状，探析五邑地区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路径，从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促进五邑地

区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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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时期形成的一种文化形

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

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传

承与弘扬红色文化[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调研时多次

到访革命纪念地，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反复强调要用好

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2]。

广东江门既是全国著名侨乡，也是一块红色的热土，五邑地

区的红色文化是五邑侨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侨乡文化

的“源头”和“沃土”。

社会实践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对学生

检验理论成果、深入了解社会、充分认识国情、增强服务意

识、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五邑地区的

大学生可以在服务侨乡地方发展的前提下，深入挖掘本土红

色文化资源，以五邑红色人物、五邑红色教育基地、五邑党

史文化等为抓手，让专业知识与党史学习教育在社会实践中

有机融合，充分发挥实践教育育人育心的功能。

1 五邑地区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价值体

现

五邑红色文化资源是我国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着深厚的历史沉淀、人文积累和重要的价值导向及引

领功能。把五邑地区的红色文化有机融入当地大学生的社会

实践中，对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丰富社会实践活动内涵

和促进五邑红色文化发展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1.1 有利于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如何把文化育人与实践育

人相结合，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尤为重要。红色

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核心精神上高度契合，特别是高校所

处地方的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因地域优势、接近优势和发展

优势，能优化认知、固化信念、活化行为，是厚植大学生爱

国主义情怀、坚定理想信念最真实、生动的教材。

1.2有利于丰富社会实践活动的内涵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类型极其丰富，主要分为专业类社会

实践、思政社会实践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实践等。在社会实践

中融入文化育人理念，特别是把地方红色文化与大学生社会

实践活动相结合，通过开辟红色文化实践课堂、整合大学生

公益力量、建立长期红色实践基地等，能发挥“润物细无声”

的育人效果，丰富社会实践活动的内涵，为创新大学生社会

实践形式与内容提供了新思路。

1.3有利于促进五邑红色文化发展

五邑地区有大量的红色文化资源，如革命遗址、革命领

导人故居、革命烈士纪念设施、红色交通站等。把这些红色

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中，能增强大学生对本地红色

文化的了解和认同，让大学生社会实践“势能”转化为弘扬

五邑红色文化的“热能”，转化为促进江门经济文化发展的

“动能”。

2 五邑地区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现状

在我们的研究调查中发现，高校实践教育利用本土红色

文化资源仍存在不少问题和困境，以五邑地区红色文化资源

为例，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有效性有待提高、融入形式单

一、大学生缺乏主动了解等。

2.1五邑地区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有效性有待提

高

五邑地区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四市三区红色革命

遗址就有 180 余处，如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林基路纪念馆、

南楼纪念公园及李德光烈士纪念馆等。这些红色文化资源融

合了侨乡本土的特色文化与深厚的革命文化，为开展大学生

社会实践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和实践教育基地。但调研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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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地区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有效性仍有较大

不足：一是红色文化资源挖掘不够深入。红色历史史实与现

实意义联系不足、红色实物展览较少、红色人物故事读本不

多、资源整合与有效传承欠缺，难以吸引大学生进行实地深

入了解。二是红色文化资源的宣传和知晓度不够高。因新媒

体宣传力度不够大，开放时间限制等，不少学生对五邑地区

红色文化的全面了解较少，如对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龚昌荣

故居、谭国标故居等新的红色教育基地就较为陌生。

2.2 五邑地区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形式单一

我们发现，不少高校会组织学生参观周边的红色教育基

地、观看红色影视作品等形式开展红色教育，但这种形式难

以让学生深入了解相关的红色文化，更难推动文化育人与实

践育人相结合。例如，学生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较少有指导

老师亲自带队或联系有关基地负责人安排相关的接待和讲

解，缺乏统一组织部署。其次，这种参观实践不少是学生自

发性地参观学习，容易导致集体走马观花，难以深入了解有

关红色文化深层内涵。再者，这种社会实践活动并没有将后

续的思政教育落到实处，多停留在表层的参观实践，没有真

正的将当地的红色文化融入到大学生社会实践中。

2.3 大学生缺乏对五邑地区红色文化的主动了解与探索

大学生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其个人因素也对红色文化

融入社会实践有重要的影响。为更好地了解红色文化融入大

学生社会实践的现状，笔者向五邑大学学生发放了线上及线

下的相关问卷调查，共回收 1000余份。结果显示：对五邑

地区红色文化了解的有 800人，占样本总量的 77.75%；认为

大学生比较有必要参与社会实践的人数占比 72.2%；比较愿

意在社会实践中传承发展五邑红色文化的人数占比 73%；但

在校期间曾参加有关五邑红色文化融入社会实践活动的人

数仅占二成。可见，大多数学生对五邑红色文化有了一定的

了解，也愿意在社会实践中传承与发展五邑红色文化，但自

发了解与探索五邑红色文化的学生较少，其自主学习当地红

色文化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

3 五邑地区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路径

3.1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打造“1+1>2”模式

五邑地区是著名的侨乡文化地，涌现了许许多多在不同

时期对国家、社会有特出贡献的爱国志士，他们崇高的红色

爱国精神和思想一直对今天的人们仍有巨大影响。今年正值

党的百年华诞，当地有关部门可以加强与高校合作，以五邑

党史文化宣传为契机，号召当地大学生结合实践活动助力党

史文化宣传，推动五邑地区红色文化发展。以五邑大学“邑

继红承”暑期社会实践队为例，他们先后前往江门鹤山及江

门台山开展实践活动，利用三维数字化技术建立红色基因

库，实现科技与五邑侨乡红色文化的深度融合，不仅能让专

业知识与党史学习教育在社会实践中有机融合，还大力宣传

当地党史文化，推进红色文旅融合，激发乡村振兴活力，产

生“1+1>2”红色吸引力和实践效果。

3.2发掘身边新晋红色“打卡地”

近几年来，江门市委高度重视侨乡红色文化的发展与基

地建设，打造了不少“家门口”的红色“打卡地”。高校教

师应充分认识自己的主导作用，深入挖掘身边的红色教育

“打卡地”，并加大对学生社会实践的指导力度。如在周末

或者节假日，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占地面积约 1500 平方米

的江门市党群服务中心开展系列实践活动，通过参观“红色

服务大厅”、“红色印记展馆”和“红色党建家园”等，充

分发挥五邑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还有，高校教师可以

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到五邑大学“两基地两中心”四维虚

拟体验中心，学生通过 VR远程体验，感受红色文化中数字

化与实体化的深度融合，开展沉浸式的实践教育，从而更好

地推动五邑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的社会实践中。

3.3创建“五邑红色文化+”的新型实践方式

五邑地区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途径有很多，

如结合团日活动或党日活动、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和课

外考察调研等。此外，高校还可以创建“五邑红色文化+”

的新型实践方式，如“五邑红色文化+文艺”，鼓励、支持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演出革命历史题材话剧、创作红色歌

曲和创编舞蹈作品等，如五邑大学师生创作的话剧《木棉花

开》，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加五邑红色文化的吸引力，

把参观学习的成效转化实践成果；还有“五邑红色文化+研

学”，引导学生在学术科技比赛中，如“挑战杯”、“攀登

计划”、“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等实践项目与

五邑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在实践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基础

上，通过项目立项、发表等方式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吸引更多

的学生、学者、专家前来调查、学习研究。

3.4引导大学生成为弘扬五邑红色文化的“主人”

当地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大学生不应该是旁观者，

而应该是能动的参与者。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学生的主体作

用，引导学生自觉把五邑红色文化融入社会实践活动中，成

为红色文化开发和学习真正的主人。例如，我们可以引导大

学生善用学校图书馆资源，利用有关网络媒介平台，主动了

解五邑五邑红色文化的光辉历史印记，焕发起最深沉的五邑

红色文化自信；引导大学生通过“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创新创业教育、社会调研、志愿服务等途径了解五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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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化的生存困境，运用专业知识寻求解决办法，焕发出五

邑红色资源的时代活力；引导大学生通过理论宣讲的形式，

深入各大农村地区，将五邑红色文化传播到千家万户，让更

多人了解和关注五邑红色文化，引领五邑红色文化发展新潮

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挖掘身边的红色教

育资源、创建“五邑红色文化+”的新型实践方式和引导大

学生成为弘扬五邑红色文化的“主人”等方式，探索文化育

人与实践育人的融合点，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接地气，

让大学生社会实践成为本土红色文化发展的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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