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教育基地是传承红色文化与革命
精神的关键载体，包括战斗遗址、纪念设施、
成就展馆等多元形态。这些基地虽形态各
异，但其内核包含坚定理想信念、弘扬牺牲
精神、锤炼奋斗意志、激发创新动能等价值
要素。通过学习红色文化，学生能够深刻理
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
径。因此，将红色教育基地深度融入高等职
业教育思政教育体系，并通过创新实践路径
实现育人效能转化，已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
教育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目的
致力于构建本土红色教育基地与高职思

政课程的深度融合机制，提升思政教育的价
值引领与实践转化能力。通过课程体系创
新、实践范式创新、协同机制创新三重创新维
度达成思政目标，形成思政教育新样态，为高
职落实立德树人任务提供创新范式。

（二）研究意义
推动红色文化传承：通过高职教育培养红

色文化传播者，构建文化传承的“青春方阵”。
创新思政育人模式：借助历史场景再

现、理论与现实问题分析，实现沉浸式教学，
解决传统理论教学弊端。

塑造青年政治人格：以红色资源中的理
想信念、家国情怀和精神谱系，树立青年群
体政治认同、文化自觉和使命担当的价值坐
标，培育新时代青年。

二、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
资源转化效能低：红色教育基地育人价

值开发零散，缺乏系统转化方案，导致资源
与课程需求不匹配。

教学模式僵化：教学多为单向传递，学
生参与度与情感投入不足，智慧教育技术应
用流于表面。

协同育人机制缺失：院校与基地合作不
频繁，缺乏制度化联席工作机制，未形成师
资互聘、课程共建、资源共享的长效联动。

（二）原因分析
战略认识不足：部分学校领导层未充分

认识红色资源在思政教育中的重要性，缺乏
整体规划，致使资源分配与政策扶持欠缺。

制度建设不完善：专项资金投入机制、
政策保障体系及绩效评估与激励措施等制
度性建设缺失。

教师队伍不均衡：思政教师存在技能短
板，与红色教育基地专业讲解员缺乏定期交
流机制。

评价体系落后：沿用传统知识中心评价

方式，缺乏对实践过程、情感体验和价值观塑
造的科学量化标准，反馈与改进机制效率低。

三、创新实践路径
（一）实践教学模式创新
1.主题单元化重构
将红色资源分为三个主题单元，重构课

程结构，实现红色文化与思政课程融合。
革命历程主题单元：以历史演进为线

索，梳理地方革命重要时刻，融合档案、视
频、口述资料构建历史叙述链条。在《党史
教育》课程设“本土红色记忆”专栏，利用数
字沙盘模拟战役，加深学生对历史的理解。

先锋人物主题单元：聚焦革命先烈与榜
样，探究其精神内涵，建立多维度人物档案
库。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引入“精神对
话”环节，通过角色扮演等互动增进学生共鸣。

精神谱系主题单元：阐释伟大精神在地
方的实践应用，构建三级教学模式。在《形
势与政策》课程设“精神传承与创新”辩论环
节，引导学生结合自身使命重塑价值观。

2.创新的情境教学法
运用地方特色英雄故事，在《爱国主义

专题》课程设“历史抉择”模拟法庭，激发学
生价值思考与辩论。开发“战役推演”数字
沙盘，在《军事理论》课程重现战略决策过
程，增强学生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认识。

（二）创新的实践育人模式
1.情境沉浸式教学法
利用红色教育基地，创建“时空穿梭”研

学路径，打造全息学习环境，实施方式包括：
红色历史剧创作：由专业戏剧导师指导

学生编写剧本、塑造角色、排练演出，重现历
史，构建三级培养体系。

虚拟现实场馆体验：通过数字孪生技术
创建虚拟环境，学生佩戴VR设备参观，互动
式知识系统自动展示信息与专家讲解。

战地实景体验：在革命遗址设置实景体
验区，利用声光电技术复原战斗场景，设置
模拟任务，培养学生战略思维与团队协作。

2.采用项目制实践学习方式
以实际问题为核心，构建“发现-探究-

解决-传播”学习链条，主要包括两个项目：
红色文化基因解码项目：学生团队围绕

相关议题进行实地考察和文献探索，运用分
析技术提出保护与传播策略，产出调研报告
或政策建议。

口述历史传承计划：构建访谈框架，涵
盖不同历史时期的访谈和新媒体传播实践，
研发访谈工具包，建立数字档案库，利用短
视频、播客等传播红色故事。此方式提升学
生的历史阐释、文化创新与社会责任感。

（三）构建校地协同育人机制
1.建立协同育人平台
签署校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打造“三

位一体”协同机制：
资源双向供给机制：创建数字化资源共

享平台，促进红色教育基地与院校学术资源
流动。基地开放文物数字档案库、口述史料
数据库，院校提供学术支持，共建AR文物修
复实验室等创新空间，设立动态管理机制确
保资源供给精准有效。

课程体系协同开发：组建由基地教育专
家、院校学科带头人和行业导师构成的课程
开发委员会，采用“三阶课程开发法”：基础层

（革命历史认知课程）、拓展层（红色文化解析
课程）、创新层（精神传承实践课程），开发混
合式教学模式，形成可复制课程方案集。

运行保障机制：设立双主任制领导小
组，执行季度联席会议制度，开发数字化协
作平台实现教学计划在线协同与过程监控，
构建双维评估体系，将课程开发数量、学生
满意度、社会影响力等纳入绩效考核指标。

2.跨学科教学团队构建
打造“双师型”教师培养体系，推行“双

向赋能”策略：
校园内引入实践导师：选拔红色文化讲

解者、党史学者构建校外导师资源库，执行
“三个一”项目：每月一次讲座、每年一次实
践指导、每年一个研究课题，设立评估反馈
系统并纳入人才库。

场馆中理论教师实践：开展“红色文化
研学计划”，安排思政教师年度进修提升实
践指导技能，创建教师实践档案。

创新协同教研机制：构建“问题导向-项
目驱动-成果共享”教研框架，设立红色文化
教育研究项目，开发校本课程、在线课程资
源，建立校际教研网络，举办教学设计竞赛、
现场教学展示，促进教学经验交流。

（四）数字化转型与传播革新
1.数字教育内容生态打造
创建数字化学习环境，推动红色文化传

承数字化。推出“5 分钟红色微课”系列，构
建知识点标签系统，实现智能分发与定制学
习。构建多维度资源集合，VR 体验、3D
文物互动及历史场景再现，打造红色文化数
字平台，支持虚拟游览与深入研究。建立基
于大数据的学习分析平台，借助学习者行为
画像智能诊断与反馈，开发红色文化认知地
图，展示学习资源与路径。

2.全方位媒体传播网络构建
实施“三屏联动”战略打造立体化传播

网络。移动终端创新，运营短视频账号，打
造“红色故事100秒”品牌，开发互动H5展示
文物并设知识问答。社交平台运营，建立微
信公众号网络，推出特色栏目，开展“用户生
成内容”活动。增强传播影响力，建立“数据
监控-用户画像分析-内容改进”闭环机制，
举办创意大赛等活动，激发传播连锁反应。

建设红色文化赋能的职业教育新高地，
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为产业升级提供价值
引领和智力支持。

本地红色教育基地
融入高职思政教学创新路径探索

□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 贺罡

教
育
周
刊

教学教研

星期五

2025年4月18日

□主编：李 睿

□编辑：罗烽烈

□美编：刘俣杉

05
13079051000

教育论坛

达州融媒

了 解 更 多 达
州本土资讯，请扫
描二维码，关注达
州融媒 APP。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杨航 通讯员
刘太山） 日前，由万源市教育局主办的巴
山名师培育对象研训活动（初中语文）“赋能
拼战”学习分享活动在万源中学举行，来自
万源各校的数十名初中语文老师齐聚一堂，
畅所欲言，共同绘就万源市初中语文教学的
新蓝图。

在“巴蜀新课堂”环节，万源中学彭娇娇
老师以《问道蓉城，启迪教学新思》为题，重
点展示了跨时代诗歌对比教学、“三感法”写
作策略等创新实践。庙坡学校老师苟中莉

《以学促教，赋能师生共成长》结合核心素养
导向，强调教学应立足学生实际，优化课堂
方法，激发学习热情。旧院中学唐鑫老师在

《语文课的新解与展望》中提出，语文教育应
是“师生共同发现真理的旅程”，强调要培养

学生批判性思维。井溪学校吴燕老师作了
《探索现代诗教学与写作创新路径》讲座，提
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强调现代诗
教学要培养审美能力，写作指导需结合生活
素材。

随后的研讨会上，万源中学钱榆老师作
《“定点托面”教学法，为阅读教学注入诗意支
点》专题讲座。该方法强调从单元目标、课文
标题、关键词句等核心切入点展开教学，以点
带面提升课堂效率。杨柳老师在《创新赋能，
探索语文教学新路径》中提出“创新赋能”教
学理念，针对山区语文教学痛点，探索“意象
为翼”“生活为源”“思辨为锋”三大新策略。
井溪学校田欢老师的《乡镇语文教学的诗意
突围》提出“乡土育诗心”教学理念，学校应将
自然与古典诗词融合，引导学生观察乡土意

象，运用任务驱动法深化阅读与写作。八台
学校董成让老师的《鲁迅<孔乙己>深度解
读：小人物悲剧的现代启示》，跨时代解读和
微写作任务，让经典文学与现代生活相连，启
发学生对底层群体的关注与共情。竹峪中学
曹锦绪老师结合教育政策与语文教改方向，
提出“赋能拼战学习”理念，强调师生双向成
长。万源二中王言海老师作了微讲座《以德
润心，解码经典》，提出“文言文阅读四步法”，
通过“速读—细读—精读—熟读”系统提升学
生文言理解能力。

此次“赋能拼战”交流研讨活动持续5个
小时，留下 20 份交流讲座，30000 多字的交
流发言稿。但比数据更动人的，是参训教师
朋友圈里刷屏的感慨：“原来讲台之外还有
星辰大海，粉笔之间可生万千气象。”

巴山名师竞春华 赋能拼战启新篇
万源市“巴山名师培育工程”赋能拼战学习交流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