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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建设问题与新时代接班人的培养息息相关，在做好思政课基础建设性的前提下，需对思政课进行革

新。立足于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探索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可行性、建设路径及意义，

依据新时代思政课建设要求结合地域特色办好高校思政课，将岭南优秀文化融入思政课建设，拓宽高校

思政教学思路。充分发挥高校作为青年思政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建构系统化思政教育体系，完善思政教

育保障机制协同专业教师队伍建设，拓宽实践形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政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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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successors in the 
new era. On the premise of doing a good job of constructive foundation of the Civics class, it is 
necessary to innovate the Civics class. Based on the problem-oriented, goal-oriented and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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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t-oriented, we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construction path and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Lingnan 
culture into college Civics class, run college Civics clas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ivics 
class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combined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tegrate Lingnan excel-
lent culture into Civics class construction, and broaden the ideas of college Civics teaching. It will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main position of youth Civics education, 
construct a systematic Civics education system, improve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Civics edu-
cation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broaden the forms of practice, 
and build Civics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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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推进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突破发展障碍，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建设要求。高校思政课与

地域特色岭南文化结合，在实现正确的价值导向的同时，增强世界变局下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底气和自

信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课题。基于问题，注重目标和结果，坚持改革创新，落实好立德树人任务的关

键课程。 

2. 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时代价值 

岭南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它起源于农业和海洋文化，是中国和海外

文化的独特融合。博大丰富的岭南文化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在教学上起着很好的借鉴作用。在岭南传统

文化的基础上，通过课程资源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接受岭南文化，增强对岭南文化的信心，提高实践

和创新能力。 
事实上，岭南文化无论在古代、近代还是今天，都以其鲜明的地域色彩、浓郁的乡土气息、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结合、内陆与海洋的个性特征，日益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采中原之精

粹，纳四海之新风”就是岭南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之源。 

2.1. 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大会讲话中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

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岭南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员之一，不仅为岭南地区的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文化软实力的支撑，而且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格局的构建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2]。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场合多次论述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及重要意义，

强调了对于世界上唯一具备源远流长特性的中华文明，我们应当有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既是理论概括，

也是实践要求，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设好高校思政课。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及中华传统文化系列论述为高校思政课提供了创新建设方向，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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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文化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指引了前进方向。 

2.2. 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是培育时代新人的需要 

高校学生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是建立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之上。当代大学生即

将步入社会和职场，但实际他们又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文化的滋养作用决定

了岭南文化可以成为广东高校实践育人的重要资源[3]。本文通过收集广州市在校大学生群体对于思政课

相关问题的数据信息，以思政课守正创新为视角进行调查，根据地域特色文化，将高校思政课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具体的载体进行联系，突出现阶段思政课革新对于改进加强思政课的政治引导功能、突显思

政课的价值内涵具有迫切性、重要性的特点。本文呼吁将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借此引发高校学生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关注与传承，真正实现思政课的政治引导功能，培养出适应新时代发

展的接班人。 

2.3. 充分发挥岭南文化的特性增强思政课亲和性 

通过对广州地区高校思政课现状的调查，收集高校学生群体对于思政课相关问题的看法，总结分析

高校思政课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及高校学生对于岭南文化的了解程度，深入探讨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

建设的可行性，在发挥思政课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以地域特色文化为切口，增强思政课的亲和

力。突破单纯理论灌输的局限性，在维护优秀思政教育基础前提下力求创新，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共

同体的结构环境，包容岭南优秀传统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解读岭南历史文化，在各种作品中深入挖掘

爱国主义思想的精髓，为广东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增强其传播力和感染力。 

2.4. 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推动国家政治文化建设 

1940 年 1 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

上的反应”[4]。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

岭南文化既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又体现着国家认同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员的岭南文化具

有强大的民族性和民族凝聚力，对中华民族持有高度信任及认同感。通过不同的实践调研方法，收集不

同群体对于同一问题的态度，实践调研数据真实可信。本文基于岭南地域文化，将其与广东省高校思政

课教育实际紧密结合，根据新时代发展下对思政教育的要求针对性创新思政教育理念，为推进国家政治

文化领域建设提供可行的对策方案。充分利用高校做好思政教育工作，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

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思想素质、促进其全面发展，这是促进中国人民的创新和创造，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关键。 

2.5. 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建设具有长远价值 

以当代的主流价值观去看待传统岭南文化，继承发扬优秀的岭南文化，摒弃其落后腐朽的部分。以

面向未来的眼光看待岭南地区的发展前景甚至于中国未来发展前景，发掘岭南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应起的作用与价值，以发挥文化对于人潜移默化的作用，凭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激活广大

青少年的民族精神基因。真正将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根植于新时代青年的心中，激发新时代青年讲好中

国故事，树立文化自信。 
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目的在于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岭南文化中蕴含着较为丰富的道德教化资源，利用岭南特色文化资源对于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大意义。广东地区高校思政课教育深度融入岭南文化，充分利用岭南文化中

所蕴含的道德教化资源培育新青年树立正确的道德人格及坚定的理想信念，塑造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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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具备发展潜力 

岭南文化由广府民系、潮汕民系和客家民系组成，共形成白话(粤语)、潮汕话和客家话三种独具特色

的方言，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和代表的广府文化、以潮州为中心和代表的潮汕文化、以梅州为中心和代

表的客家文化三种基本文化类型[5]。但由于时代的变迁，归属于岭南范围在逐步缩小，为了方便起见，

通常把“岭南”作为广东的代名词[6]。 
广东的大多数高校学生都是在岭南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成长起来的，这使他们得到了很好的文化熏陶。

本次研究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方式进行调查，共收集问卷 315 份。参与问卷调查的对象为广州地区的大学

生群体，调查结果数据的准确性，有效问卷共计 315 份。 

3.1. 高校学生对于岭南文化了解程度较低 

关于岭南文化了解程度系列问题中，具体数据如下列图片所示。在岭南文化地域划分问题中有 50.16%
误选“福建文化”，有 26.35%误选“江西文化”。在岭南文化特色建筑的问题中，有 40.32%误选了楼寨。

在岭南民间风俗的问题中，只有 37.14%选择了南海波罗诞，只有 38.1%选择了耍歌堂节(图 1~3)。由此可

见，广州地区大部分高校学生对于岭南文化缺乏系统化的了解，对岭南文化的内涵及定位存在误区，对

其所包含的内容较为模糊。 
 

 
Figure 1. The extent to which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know about the geographical division of Lingnan culture 
图 1. 高校学生对于岭南文化地域划分了解程度 

 

 
Figure 2. The extent to which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know about the distinctive architecture of Lingnan culture 
图 2. 高校学生对于岭南文化的特色建筑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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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Level of knowledge of folk customs of Lingnan cul-
ture among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图 3. 高校学生对于岭南文化民间风俗的了解程度 

3.2. 高校学生对于岭南文化的感兴趣程度普遍较高 

从问卷数据可知(具体调研数据如下图所示)在调查对象中，对于岭南特色建筑感兴趣的占比 77.14%，

对于岭南特色戏曲感兴趣的占比 73.65%，对于岭南人文精神感兴趣的占比 76.19%，对于岭南特色文学感

兴趣的占比 72.7%，并有部分调查对象提出对于岭南饮食文化感兴趣(图 4)。 
说明，逾七成的高校学生对于岭南文化的感兴趣程度较高，具备深入学习岭南特色文化的兴趣基础，

为促进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相长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Figure 4. The level of interest in Lingnan culture among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图 4. 高校学生对于岭南文化的感兴趣程度 

3.3. 大部分高校学生未参与过岭南文化相关课程学习 

调查显示，逾五成(52.06%)的高校学生未参与岭南文化的相关教学活动，只有 47.94%的高校学生接

触和学习了岭南文化(图 5)。由此可见：岭南文化在教学覆盖程度上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还拥有较大的

提升空间，让其真正发展成为一种民俗文化、大众文化，可以作为高校思政课学习的切口和突破口，有

序推进高校思政课与岭南文化的融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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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eaching Lingnan 
cul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图 5. 高校学生参与岭南文化教学的情况 

3.4. 高校学生对于岭南文化的认同度较高 

调查显示，岭南文化在高校学生心中的生命力和重要性都集中体现在高校学生是否认同岭南文化，

认为该文化是否值得被发展。逾九成(90.79%)的高校学生认为岭南文化值得传承与弘扬(图 6)。尽管大部

分高校学生未经过系统化学习岭南文化，但大部分学生受地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其地

域文化多属于岭南文化的分支，因此岭南文化更易于被接受。高校大学生肩负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

的使命，绝大部分高校学生具备觉悟与担当。 
 

 
Figure 6.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with Lingnan cul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图 6. 高校学生对于岭南文化的认同情况 

3.5. 调研数据总结分析 

在多维视角的探究下可发现岭南文化存在较大的时代价值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可能。通过调研，掌

握高校学生对于岭南文化的了解程度，进而探究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是否存在发展空间。根据调

研数据可发现，高校学生对于岭南文化的了解深度普遍不足，目前，高校对于岭南文化课程的设置及

岭南文化的传播工作不够完善，但因为文化本身所具备的潜移默化作用，让岭南文化在岭南地区拥有

较高的认可度。由此可见，岭南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结合具备可行性，可推广性。将岭南文化融入思

政课教育可作为突破口起到思政课育人作用，提高青年学生的文化自信、使青年学生自觉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在此基础上，精准识别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有利于实现岭南文化融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5402


苏思晴 等 
 

 

DOI: 10.12677/ae.2023.135402 2554 教育进展 
 

入高校思政课的建设。 

4. 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程的挑战 

岭南文化与高校思政课之间有效衔接仍存在很大缺口，结合文献资料及实际调查数据可发现影响其

发展的主要有教育教学体系不够完善、传播载体较为单一等因素，解决思政课建设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

有效推进思政课教育建设的明智手段。 

4.1. 教育教学体系系统化建设仍不够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讲话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双结合”。实践

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双结合”具备重大意义及迫切性。但是，基于该理论下的系统化教育体系

尚未建成，在高校思政课中，难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内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

的进程。 
除此之外，外来文化的冲击加紧我国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引导与控制。西方部分势力将青年学生作

为目标，通过各种途径渗透自身理论，影响了我党对于新时代接班人正确的教育引导。 

4.2.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受实用主义思潮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全球化发展使得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率显著提升，实用主义思

潮自西方涌入中国，信息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提高了实用主义的传播速度和范围。高校学生正处在青年时

期，是身心全面发展的高峰期，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也是社会思潮不断传播和兴起的一个关键性载体。

该时期的青年思想活跃，对于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三观未完全定型，易受到其他思想的冲击。实用主

义依附于各种载体潜移默化影响着当代学生的三观。实用主义讲究实际效用，注重眼前现实利益，该特

性是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吸引了大学生作为处理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下最节约成本的解决方案。除此之外，

实用主义的代际存在同样带来消极的影响。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部分父母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急功近

利，导致青少年在成长过程受到不良的影响。实用主义思潮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且在实

用主义的主色调下，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遭受到一定的阻碍[7]。 

4.3. 文化价值未得到最大化有效发掘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尚存在不平衡的问题，部分文化产品的文化内核缺失，尚未形成适应新时

代发展的文化产业链，难以为文化产品注入永久的生机活力。对于中华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是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文化资源未得到有效整合及全域开发，未形成特色的区域文化品牌，

具备地方特色的中华文化难以保持持久的生命力，也无法为其注入持久的活力、形成持久的影响力。文

化图腾是文化印记和文化符号，我国地域文化未针对具备地域特色的文化绘制鲜明特色的文化图腾，地

域文化内涵难以彰显并潜移默化深入民众内心。 

4.4. 岭南文化实践机制和传播载体形式单一 

岭南文化蕴含丰富的历史内涵，是发展价值的传承和精神能力的赋予。这种传承及赋予非单方面的

强制输入所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拓宽实践机制，通过多样化方式创新性的将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

建设，以实现其应有价值。岭南文化实践机制的缺失，使得岭南文化难以化作具体行动。学生对于静态

的岭南历史文化感触不深，易沦为岭南文化创传承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岭南文化难以跨越时空发挥其

内在的价值感染力和思想引领力，高校思政课与岭南文化的融合建设无法发挥其感召、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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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建设路径 

岭南文化富有历史底蕴，对高校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熏陶教育价值。因此我们应通过建立健全体制

改革、有效利用传播载体等方式，结合社会发展新需求及时代发展下对于青年学生的新要求、赋予其新

时代新内涵，不断推进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进程。 

5.1. 发挥高校思政课意识、文化方面引导作用 

高校思政课教学兼具意识形态引导和道德文化教化二重属性。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

不仅要充分发挥其作为传播党的先进思想主渠道的重要作用，突出其凝聚民族意识、培育民族认同的强

大政治引领功能，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其文化育人、思想育人的价值导向功能。浓缩《爱国主义纲要》的

主要内涵，主要论述了在深入实施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工程中，要切实搞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8]。 
毋庸置疑，思政课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阵地，广大思政课教师要抓住青年学子的形塑成长期，用中

国共产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讲好思政课，要引导学生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与自觉报国的行动结合

起来，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强调要“按照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原则，立足

于思政课的政治性属性，对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目标进行一体化设计”[9]。通过思政课培养青年学生树

立正确的政治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以岭南地区为例，以岭南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优秀中华传统文化载体和

突破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深耕厚植“湾区人文精神”，激活岭南地区高校青年学子的民族基因。 

5.2. 构建系统化岭南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体系 

在通用学习资料基础上，开发一体化的教学学习材料体系。把教材学好，是为加强和提高高校青年

教学质量所必备的坚实基础。在教学内容上，要求现行教材科学导向正确，将岭南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

精髓充分植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 
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大学生的兴趣。坚持用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理念体现日常思政教

育。按照课程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热点以及他们关心的复杂

问题，大胆创新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参与，拓展其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培养锻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使政治思想教育教学更贴近青年的实际，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全面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 

5.3. 完善岭南文化融入思政课的保障机制 

相关的教育部门需建立起完备的反馈与评估机制，保障岭南文化走进高校课堂，真正实现与思政课

的深度融合。高校需开展科学的岭南文化融入课程效果评价。对于教师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

手段观念进行及时的反馈，从而达到通过评价反馈提高思政课教学效果，提升学生素养教育的目的。强

调重视青年学生的作用，将其作为课堂评估的主要目标，并将学生自我评估、学生–教师互评、教师–

学生互评纳入思政教育的评估中[10]。通过定点实践，有关教育部门对接高校检验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

课理论的正确性，并在实践中对保障机制加以健全完善，带动推广至整个岭南地区。 

5.4. 加强高校思政课教师团队建设，提高思政课教育质量 

高校应建立和完善思政教师的培训制度，以实施特色化思政教育，并定期对思政教师深入培训，以

提高其工作质量[11]。将岭南文化系列活动渗透入教学实践中，鼓励教师积极带领青年学生开展关于岭南

传统文化相关的科学研究。组织专业专项的科研力量，通过经典解读、专题讲座、主题班会与手工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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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充分挖掘岭南文化的精髓，打造岭南文化品牌，使岭南文化深度融入岭南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学。 

5.5. 实践融汇思政教育引导与岭南文化内核 

拓宽实践机制，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和创新性的实践途径将岭南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建设，以达到实

现其应有价值的目的。形成以专业教师团队引领，学生自主实践的形式展开思政与岭南文化融合系列活

动，增强学生对于思政课以及岭南文化的感知度，体验其中，深刻感悟其背后的精神内涵意义[12]。以思

政教育融合岭南文化展开学生课外实践活动，充分发挥思政课及岭南文化其内在的价值感染力和思想引

领力，将高校思政课与岭南文化的融合建设切实可行的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潜移默化，达到思想

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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