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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是民族血脉、人民精神家园。优秀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将其融入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举措。通过对温州

7所高校1075名学生的调查，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在温高校大学生自身状况、学校宣传以

及文化体验等是影响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因素。应鼓励大学生强化自我教育，加强

教育引导，拓展教育形式，优化教育环境，促进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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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e is regarded as the bloodline of the nation and the spiritual home of its people. Excellent 
regional culture is the treas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refore, it is of extremely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ntegrate it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sisting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with cultural education is an essential measure to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a survey of 1,075 students in 7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Wenzhou, with statistical 
methods used to conduct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Wenzhou, the publicity of the school, and the experience of culture we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tegration 
of Wenzhou’s excellent regional cultur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e should 
encourage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strengthen their self-education, enhance educational guidance, 
expand educational forms, and optimize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excellent 
regional cultur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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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 我们

国家领土广阔，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其中优秀的地

域文化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瑰宝。温州是有着

2200多年行政建制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千年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孕育了“永嘉学派”“戏

曲故里”“歌舞之都”“书画名城”“百工之乡”“中国

数学家之乡”“中国山水诗发祥地”等文化金名片[2]。

本文以温州优秀地域文化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

析，探索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地方高校思政教育

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优秀地域文化内涵及其育人价值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进入新时代，文

化自信唱响了时代的主旋律，文化自信包括了蕴含

人文精神的传统文化与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3]。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资源丰富并具有多样

性，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

1.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是文化强

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为一种德育资源，地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精

神内涵，体现在其所具有的理想信念、政治立场、价

值追求、精神品质与思想作风等方面[4]。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青年强，则国家强。大学生群体是当代

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肩负着“为党育才，为国

育人”的重大使命。优秀的地域文化汇聚形成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培植了革命文化，滋养丰富了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5]。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融入

优秀地域文化，兼具内容的优质性和教育的本源性，

对于做好高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筑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非常重要。

2.温州优秀地域文化的内涵及分类

温州优秀地域文化具有多样性。学者杨效泉指

出，在历史、地理、经济等多方因素的共同影响下，

温州文化博采众长，融永嘉文化、创业文化、山水

文化、海洋文化、乡村文化等于一身，成为综合性

的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而其中又以永嘉文化最为主

流、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6]。并且温州是一片具有光

荣革命传统的热土，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中共

浙江省“一大”会址、中共浙南“一大”会址、中国

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军部旧址等革命遗迹众多，蕴含

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而世界闻名的温州模

式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深厚的创新创业文化以及重商

文化，也是温州优秀地域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温州优秀地域文化的内容包括

区域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及创新创业文化三个类型。

3.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地方高校思政教育

意义重大

通过汲取温州优秀地域文化的精髓，将优秀地

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第一，对于大学生自身来说，不同类

型的优秀地域文化在思政教育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不

一。红色文化增强大学生政治素养教育内容的丰富

性，使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认同；区域

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和人文素

养，涵养了大学生的心灵；创新创业文化激励大学

生培育出团结合作、吃苦耐劳的艰苦创业品质和大

胆改革、善于求变、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三种类型

的温州优秀地域文化对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至

关重要。第二，对于高校而言，将优秀地域文化的精

神内涵通过思政教育传递给学生，对于承担高校人

才培养和文化传承创新的职能非常重要。第三，从地

域发展的角度来看，通过将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

高校思政教育，使学生在了解温州文化的过程中增

强对温州地域的认同感，为实现地域产学研“三位

一体”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第四，就全国而言，则

能够为其他省份高校和相关部门在高校思政教育过

程中融入优秀地域文化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温州高校在校大学生，课题

组通过向温州医科大学、温州大学、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温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和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

院共7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发放问卷1 120份，其中

回收有效问卷1 075份，有效回收率达到96%。研究

对象的性别、年级、政治面貌、籍贯等数据特征如表

1所示。

2.研究工具

（1）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在参考借鉴相关学术

文献的基础上，对温州3所大学的20名学生进行前期

访谈，经多次讨论修订后最终形成《大学生温州地

域文化体验感调查问卷》，问卷涉及大学生自身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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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对于温州优秀地域文化体验的现状以及影响

因素三个部分。问卷题目依据李克特量表编制，将答

案选项分为5个等级，分别赋值1—5分。问卷采用随

机发放的形式，并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对前期访谈过

的学生再进行后期访谈，以解释和补充问卷调查中

反映出来的问题。

（2）统计方法。根据样本收集的调查结果进行有

效性筛选后，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

理与分析，以P<0.01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采用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温州优秀地域文化

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1.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现状分析

（1）绝大多数学生能够深刻认识到弘扬温州优

秀地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调查发现，超过90%的学

生认为优秀地域文化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质资源，

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了思想宝库，给予了强大的精

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认为“引导青年学生了解温州

进而留温来温创业发展”和“传承温州人精神”均超

过80%，有70.96%的同学认为弘扬温州优秀地域文

化具有“欣赏风景，愉悦身心”的功能。

（2）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程

度不深。虽然绝大多数学生能够深刻认识到弘扬温

州优秀地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调查发现，有

四分之一的学生“没有去过或者了解过”温州文化

旅游景点，在备选的6个温州文化旅游景点中，只有

“五马街”和“江心屿”这两个位于温州市区的文化

旅游景点到过或者了解过的比例超过50%，其他温

州文化旅游景点到过或者了解过的比例均在二到三

成左右。可见，温州高校挖掘温州优秀地域文化不充

分不全面。在对高校思政工作者以及学生的深入访

谈中还发现，虽然温州文化研学活动很受欢迎，但受

经费限制，参与人数有限。

（3）学校对于温州优秀地域文化的宣传不够充

分。对于受经济条件限制的大学生来说，很多时候无

法深入实地进行优秀地域文化的体验与实践。宣传

教育是增强文化认知的有效手段，调查发现，认为学

校利用互联网、新媒体进行宣传，且卓有成效的学生

占比只达到66.46%；认为学校在文艺活动中体现温

州优秀地域文化，且形象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学生

占比为66.31%。三分之一的学生在调查中认为学校

的宣传是不够充分的。

2.影响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从学生自身

状况、文化体验以及学校宣传等方面展开分析（见表

2—4），并将上述三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进行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见表5）。

（1）学生自身状况对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

学生思政教育的影响。表2从学生自身状况方面分析

发现，籍贯是显著影响因素。户籍是温州地区或者温

州周边地区的生源，对于温州优秀地域文化的熟悉

程度自然要高于其他地区生源。此外，对于温州优

秀地域文化感兴趣的学生，优秀地域文化在融入思

政教育过程中相比于兴趣淡漠的学生来说更为顺利，

学生的满意度更高。

（2）学校宣传对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学生

思政教育的影响。从高校宣传方面回归分析结果如

表3所示。研究发现学校教师讲授温州优秀地域文化

的水平这一因素较为显著，同时，在新生入学教育中

融入温州优秀地域文化宣传有着重要的影响。学校

利用互联网、新媒体以及结合文艺活动进行的线上

线下宣传都是显著影响因素。

（3）文化体验对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学

生思政教育的影响。表4分析优秀地域文化体验时发

现，学校组建相关学生文化社团，组织温州优秀地域

文化体验的研学、社会实践，进行温州优秀地域文化

主题展览以及采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温州优

秀地域文化宣传教育四个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因

表1 样本的总体特征

项目 选项 人数/人 比例/%

性别
男 469 43.63

女 606 56.37

大一 307 28.56

年级
大二 342 31.81

大三 242 22.51

大四 184 17.12

中共党员 43 4.00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396 36.84

群众 636 59.16

温州地区 407 37.86
籍贯

其他地区 668 62.14

 注：“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温州地区”指温州市区及其所辖

的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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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探索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过程中，要重点考虑以上方式。

（4）影响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

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5模型4反映了学生自

身状况、学校宣传、文化体验三个因素综合影响情

况。在模型1中显著的影响因素“籍贯”在模型4中

仍旧影响显著，而在模型1中不具有显著影响的“年

级”“政治面貌”“性别”等因素，在模型4中仍旧不

显著，“我对温州优秀地域文化是非常了解的”这

一因素虽然在模型1中不是显著因素，但在模型4中

却很显著。模型2中，“学校布置装饰元素的建筑物”

不是显著因素，但在模型4中却是显著因素。模型3

表3 学校宣传对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学生思政教育影响的回归分析（模型2）

学校宣传
学生对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满意度

标准系数 标准误差

学校教师讲授温州优秀地域文化的水平 0.246* 0.046

学校利用传统媒体宣传温州优秀地域文化 0.022 0.057

学校在新生入学教育中融入温州优秀地域文化 -0.068* 0.025

学校布置装饰元素的建筑物 -0.041 0.046

学校利用互联网、新媒体进行温州优秀地域文化宣传 0.313* 0.059

学校在文艺活动中体现温州优秀地域文化 0.333* 0.062

F 309.700

R2 0.758

注：*表示P<0.05。

表4 文化体验对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学生思政教育影响的回归分析（模型3）

优秀地域文化体验方面
学生对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满意度

标准系数 标准误差

学校组建相关学生文化社团，且正在有序、平稳运营 0.324* 0.049

学校组织温州优秀地域文化体验的研学、社会实践 0.117* 0.044

学校课堂引入温州优秀地域文化教育，且教学效果是非常好的 0.030 0.056

学校建立相关的校内外教学实践基地，且是非常到位合理的 -0.021 0.062

学校进行温州优秀地域文化主题展览，且是非常有效的 0.178* 0.059

学校进行温州优秀地域文化宣传教育，且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0.244* 0.063

F 347.621

R2 0.778

注：*表示P<0．05。

表2 学生自身状况对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回归分析（模型1）

学生自身状况
学生对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满意度

标准系数 标准误差

政治面貌a 0.056 0.050

籍贯b -0.260* 0.057

年级c 0.032 0.031

性别d -0.071 0.053

我对温州优秀地域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 0.311* 0.040

我对温州优秀地域文化是非常了解的 0.038 0.056

我对温州文化旅游景点是非常熟悉的 0.104* 0.049

F 52.703

R2 0.384

 注：a参考类型为“群众”；b参考类型为“非温州地区”；c参考类型为“一年级”；d男生赋值为1，女生为0。*表示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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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校组建相关学生文化社团，进行主题展览以及

采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这三个因素

在模型4中仍旧显著。组织温州优秀地域文化体验

的研学、社会实践在模型4中则不具有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温高校大学生的个

人兴趣、高校教师讲授、校园线上线下多渠道宣传、

文化研学实践等文化体验是影响温州优秀地域文化

融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因素。为了进一步促

进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通过

鼓励大学生强化自我教育、加强教育引导、拓展教育

形式以及优化教育环境四个方面加以改进。

1.强化自我教育，激发教育客体在优秀地域

文化学习中的主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9月20日为“复兴文库”

作的题为《在复兴之路上坚定前行》的序言中谈到：

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传承革命文化，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我国教育学家叶圣陶曾提出“教是为了不教”，教育

的目的在于学生成长成人，激发学生鲜活生命和创

新潜能[7]。因此，强化大学生群体的自我教育，激发

高校学生在优秀地域文化学习中的主体意识，增强

文化自觉是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有效途径。

在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中，一方面要充分尊重“00后”大学生群体的特点，

注重同一性和差异性相结合，针对不同学习基础的

学生制定差异化的学习方案；另一方面要鼓励大学

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学习与实践探究能力，

增强大学生对优秀地域文化的学习兴趣。坚定文化

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传承优秀地域文化，对于高校

承担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创新的职能格外重要，青

年大学生要发扬文化自觉，将优秀地域文化坚定不

表5 影响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回归分析（模型4）

项目
学生对温州优秀地域文化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满意度

标准系数 标准误差

政治面貌a 0.029 0.027

籍贯b -0.070* 0.032

年级c -0.032 0.017

性别d -0.033 0.029

我对温州优秀地域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 0.046 0.024

我对温州优秀地域文化是非常了解的 -0.068* 0.031

我对温州文化旅游景点是非常熟悉的 0.024 0.027

学校教师讲授温州优秀地域文化的水平 0.106* 0.042

学校利用传统媒体宣传温州优秀地域文化 -0.030 0.051

学校在新生入学教育中融入温州优秀地域文化 -0.056* 0.022

学校布置装饰元素的建筑物 -0.086* 0.041

学校利用互联网、新媒体进行温州优秀地域文化宣传 0.272* 0.052

学校在文艺活动中体现温州优秀地域文化 0.139* 0.056

学校组建相关学生文化社团，且正在有序、平稳运营 0.201* 0.046

学校组织温州优秀地域文化体验的研学、社会实践 0.067 0.041

学校课堂引入温州优秀地域文化教育，且教学效果是非常好的 -0.053 0.052

学校建立相关的校内外教学实践基地，且是非常到位合理的 0 0.057

学校进行温州优秀地域文化主题展览，且是非常有效的 0.150* 0.054

学校进行温州优秀地域文化宣传教育，且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0.161* 0.059

F 141.224

R2 0.822

注：a参考类型为“群众”；b参考类型为“非温州地区”；c参考类型为“一年级”；d男生赋值为1，女生为0。*表示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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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地传承下去。

2.加强教育引导，发挥教育主体在优秀地域

文化学习中的引导作用

在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中，一个关键因素便是充分发挥教育主体——教师

的引导作用。马克思提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

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

人。”[8] 因此加强育人主体的优秀地域文化专项教育

培训，使教育者先受教育显得格外重要。首先，教育

主体，包括思政教师、思政辅导员、专任教师以及企

业实践导师，通过三课堂融通的方式，完善“三全育

人”机制，提升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协同性。其次，完善文化育人教学评价与激励机

制，对于通过课程思政或者推介优秀地域文化人才

主动开展优秀地域文化宣传教育的教师，在育人考

核方面给予激励。最后，建立优秀地域文化研究专项

经费支持机制，鼓励教师进行立地式产学研相结合

的研究，产出系列关于优秀地域文化的科研成果，为

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夯实理论基础。

3.拓展教育形式，提升教育介体在弘扬宣传

优秀地域文化中的合作效力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

进、因势而新。在优秀地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过程中，要根据“三因规律”拓展教育形式，提

升教育介体的合作效力。首先，在优秀地域文化的宣

传教育中，要结合课程内容以及学生特点拓展高校

课堂教学形式，如通过成立骨干师生宣讲团等方式，

增强优秀地域文化的朋辈学习效果。其次，通过第二

课堂和第三课堂加强优秀地域文化的融入。如通过

文化研学实践、主题展览、文艺活动等形式，让大学

生身临其境地体验优秀地域文化的形成背景、发展

历史，感受优秀地域文化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最后，

结合融媒体时代青年大学生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加

强优秀地域文化融入。以图片、动画、视频及虚拟现

实技术等形式加以融合，增强文化传播效率。

4.优化教育环境，强化教育环体在优秀地域

文化学习中的熏陶功能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交互影

响、呈体系化地整体发展的教育，外部生态环境对思

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和教育效果有着越来越大的

影响[9]。因此要创建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以及高校协

同育人的联动模式。首先，地方政府在文化教育发展

总体战略以及规划中要考虑优秀地域文化的宣传教

育整体方案。其次，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优秀地域

文化宣传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弥补政府失灵，覆盖

社会对文化需求的盲区。最后，高校一方面要通过蕴

含优秀地域文化元素的建筑物、宣传标识构建校园

物质文化环境的方式进行融入，另一方面要通过校

园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媒体平台，以及运动

会开幕式、迎新晚会等校园文艺活动打造优秀地域

文化宣传的精神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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