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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二十大强调文化自信自强，作为国家重要窗口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一代需不忘初心，致力于谱写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篇章。本文通过实际教学案例，探讨岭南传统文化与红色“境脉”①教学模式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

旨在打破传统刻板教育模式，将思政教育与专业学习相结合，营造如盐在水般的环境，使湾区青年深入了解家乡、重走红

色历程、自觉践行思政理念、向世界传播中国好故事，实现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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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十六个要点中，第八个要点强调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一号

召呼吁我们“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

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台山，作

为岭南侨乡文化的典范，依托近代华侨华人的家国情怀，规

划建设多个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红色教育基地。这些基地不

仅更具亲和力，而且更具国际化特色，成为向国内外华侨、

华人、港澳台同胞展示新旧华侨文化的窗口。将台山优秀的

红色资源与侨乡文化相结合，应用于湾区内地方高校的专业

教学，具有实际操作性。

1. 红色侨乡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应用的时代意义

在新时代背景下，地方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学应用是

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时代意义。应充分发挥台山的红色资

源优势，将其与侨乡文化有机融合，为粤港澳大湾区地方高

校的专业教学提供有力支持。首先，通过深入挖掘台山红色

历史文化，将地方特色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相

结合，为湾区青年提供富有特色的思政教育。其次，借助台

山侨乡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

拓宽湾区青年的国际视野，培养他们成为具有文化自信自强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岭南文化与红色文化交融的地方高校思政教学特色

台山，作为岭南华侨文化的璀璨明珠，承载着无数华

侨华人的奋斗故事和家国情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2] 的家国情怀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海内外学子

的前行道路。近代以来，台山华侨在抗战时期倾囊捐款、有

志青年为国捐躯的事迹，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一代回顾历

史、弘扬爱国精神的生动教材。面对香港复杂的国际形势，

台山以其独特的红色文化底蕴和亲切的华侨文化，从居安思

危的角度切入，为湾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思政教育 [3]。

1.2 增强文化自信自强，提升国家国际形象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4] 只有深

入了解家乡文化，才能在全球文化交融中保持本我。在中国

经济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侨乡文化由输入转为输出。台山华

侨遍布全球 110 个国家，具有深厚的银信文化。老一代银信

文化代表华侨爱国爱家的无私奉献精神，新一代银信文化则

体现了新生代华侨回国建设家乡、创新创业的热情。银信文

化的转变见证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历程。乡村振兴带来的

美丽侨乡，让海外华侨看到可爱的中国，更好地为中国发声，

讲好中国故事。红色侨乡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应用，有

助于湾区青少年在集体记忆②重构中继承祖辈的家国情怀，

更好地回馈家乡。

1.3 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自觉思政 [5]

台山有丰富绚烂的近代“文脉”凝聚了岭南文化与海

外文化的交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海纳百川、上善若水的优

良品质，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

不同、和谐相处 [6] 的优秀思想。在思政教育中应用岭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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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兼容的特色，融合于专业教育之中，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

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社会责任。通过“予人

鱼不如予人渔”的效应，以学生的个性特点为基础，在“做

中学”潜移默化中形成师生的互动，陶冶学生的情感，让学

生在红色侨乡的“境脉”中回顾前辈的爱国精神，对道德要

求建立正确认知，形成符合自身真实意愿的道德判断，引导

其与整体社会道德规范实现深层联系 [7]。

2. 红色侨乡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应用的现状及原因

红色侨乡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实践并不充分。首

先，针对红色华侨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教师资源相对匮乏。

许多地方高校在将岭南传统文化与专业课程相结合方面的

改革仍有待加强。为了加深学生对家乡周边的认识，部分地

方高校鼓励学生从家门出发，逐步减少对地方传统文化的认

知盲区。其次，从当前地方高校的专业课程设置和社会实践

来看，将红色文脉与地方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习内容较为有

限。单一的思政教育模式较为枯燥，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共鸣。再次，红色信仰的传承与传统文化的保护亟需年

轻一代接力。然而，在网络信息的海量涌入，使得部分高校

学生在认知尚不成熟之际，受到西方文化的吸引，从而忽视

了我国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他们对家乡文化的了解不

足，导致产生盲目自卑的心态。

同时，科技飞速发展，专业课程设置更迭迅速且广泛，

思政课程的增设使得学业负担加重。长期下来，学生可能会

陷入疲惫的被动学习状态。然而，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同样

重要。为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我们应探索一条减负前行的

道路，契合年轻人求新猎奇的学习方式。通过构建思政与专

业相结合的趣味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塑造健全的社会人格 [8]。

3. 红色侨乡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实践应用

3.1 红色侨乡文化“境脉”概念框架

3.1.1 红色侨乡文化融合专业教育的“境脉”教学模式

改革

红色侨乡文化融入专业教育的“境脉”教学模式改革，

源于埃内斯托·内森·罗杰斯的“境脉”理念。这一理念强

调将环境概念与建筑及聚落相结合，将每个案例视为独立抽

象问题，进行深入评论 [9]。五邑台山的侨圩、侨校、庐屋、

碉楼等历史建筑与聚落，是岭南近代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容

器，见证了清末民初的岭南历史文化遗产，可以成为这一教

学模式的重要实践基地。

近年来，台山侨乡文化研究不断深入，逐渐勾勒出四条

文旅线路：“新宁铁路侨乡文化走廊”“汀江文化走廊”③“南

部滨海线路”“海岛海丝线路”等四条文旅线路。        这四

条主线串联起台山众多的红色文化景点，铭记了台山侨圩抗

日史迹 [10]。

台山市共有 62 处革命遗址，其中 29 处入选省级的革

命遗址，主要分布于台城、水步、大江、白沙、四九、斗山、

都斛、三合、广海、端芬、海宴、汶村、深井、北陡、川岛

等 15 个镇 [11]。值得注意的是，其中 9 个镇的革命遗址分布

在前两条线路上，而广海、海宴、汶村、深井、北陡、川岛

等地的革命遗址则位于台山南部“滨海旅游线路”与“海岛

海丝路线”上。

南北走向的“新宁铁路侨乡文化走廊”记录了华侨修路

兴国的民族复兴梦，它的建成是海内外华侨的家国共荣梦，

它的炸毁是台山人民集体抗日，截断日寇物资供应的牺牲，

体现牺牲小我的精神。东西走向的“汀江文化走廊”集结了

端芬、斗山、都斛等三镇，是沿三叉海分流的三条水系分布

的近代侨乡历史建筑聚落走廊，印记近代华侨生活变迁，解

放后对家乡建设的支持。“南部滨海线路”凝聚了滨海总队

战绩的赫赫战绩，近代国家对海外华侨的照顾与帮扶。“海

岛海丝路线”的上下川岛上具有滨海武装战斗的红色史实。

由此可见台山的红色基因与台山侨乡文化重要的文旅

线路是重合的。这些线路中学生可探寻陈宜禧、黄三德、林

基路、何干之、李凌、伍乃茵、李云扬等革命先辈的事迹；

在滨海松苑聆听滨海总队战绩、在桂水村寻找飞虎队的踪

迹，在都斛镇瞻仰南海将军陈伟文的战功。

以台山红色侨乡文脉作框架，从“境脉”概念切入、

拟定建筑学、旅游、风景园林、艺术等相关专业的实战教学

实践场景，是符合广东省地方高校实践型、综合型工科应用

型人才的培养、“三全育人”体制的课程专业改革的需要。

如惠州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建筑系二年级的联合设计

课程，就联合暨南大学、五邑大学、嘉应学院等高校以台山

红色镇的侨圩、侨村为设计课程的背景，组织跨校线上线下

的教学活动，取得良好的专业与思政教育效果（见图 1）。



教育探讨７卷 4期
ISSN:2705-1323（O）2737-4149（P）

19    

图 1  台山全域旅游线路关联红色文化点及日常、暑期教学活动 

（线路图为陈浩彬同学绘制，作者指导）

2021 年秋季，惠州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暨南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分别与台山端芬签订华侨文化研学基地，建立

台山地区红色文化点暑期研学班，作为该课程暑期课外延伸

研学活动，实现校政企的合作平台，让学生更好地了解、研

究、归类台山近代华侨建筑，在红色“境脉”中，感受近代

华侨的家国情怀，及当下众多平凡而伟大的建筑师如何把红

色基因活化到华侨历史建筑中。

3.1.2 红色侨乡文化融合虚拟技术的数字化教学模式改革

近年来，我国电子工程技术蓬勃发展，生活模式逐渐

步入数字化和信息时代。虚拟仿真（VR）技术已在建筑行

业与计算机网络行业之间实现交互、整合与应用 [12]。为了

适应学科发展和社会人才需求，专业课程针对地方高校的学

科转型进行了跨学科调整。红色文化融入专业课程，也应顺

应科技发展趋势，以新颖的姿态满足年轻一代的需求。

应 用 型 工 科 多 采 用 CDIO 教 学 模 式， 包 括 构 思

（Conceive）、设计（Design）、实施（Implement）和运作

（Operate）四个阶段，通过项目实现“做中学”的学习模式 [13]。

将红色侨乡文化地块虚拟化，形成可视化任务书（图 2），

借助互联网改变教育模式，将岭南红色侨乡以网络教学的形

式推广至湾区各地方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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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台山都斛镇东滘村航拍生成的可视化虚拟任务书场景

这种虚拟技术不仅可以传播红色文化，还可以通过劳

动社会实践，借助校政企合作平台，为乡村振兴贡献学生力

量。数字化的红色文化积累与侨乡文旅线路相结合，可成为

湾区青少年红色教育基地的数字展示素材，实现大、中、小

学思政教育的互动。此外，高校学生在专业学习中创建的红

色文化景点虚拟数据，还可为地方乡镇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将红色侨乡文化与专业教育

相结合，既满足了学科发展的需求，又为年轻人提供了丰

富的学习资源。通过创新的教育模式，我们有望培养出具

备文化自信和专业素养扎实的一代新人，为我国的文化传

承和发展贡献力量。同时，这种模式还有助于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质，助力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为国家和社会

的繁荣作出贡献。

3.2 文化融思政的以知促行

粤港澳大湾区的小镇主要分布在二三线城市，与省会广

州、特区深圳的村落相比，这些乡村的历史建筑存量主要集

中在乡村行政区划内。为了更好地落实二十大关于乡村振兴

的指导方针，计划以红色侨乡文化为背景，开展教学实践应

用，培养一批对历史文脉充满热情和感情的新一代设计师，

让他们成为乡村振兴伟大事业的新生力量。这代人需要具备

历史文脉的全局观和对“境脉”概念的清晰认识。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将吴良镛先生提出的广义建筑学

中城市、地景、生态三者关联的理念融入乡镇存量历史文化

聚落保护与活化的综合思考中。在虚拟项目背景的介绍中，

刻意穿插地方历史、人文风俗、革命史迹的相关内容。例如，

台山都斛镇的东滘村活化利用设计任务书便立足于东滘村

的历史背景，该村既是近代香港爱国文人胜利大营救西线的

登陆点，又是广东第一田中部唯一闲置的小渔村。任务书要

求学生整合都斛镇的近代河运经济发展变迁、西线登陆点的

史迹、农业旅游的配套设施需求以及都斛镇全域旅游发展框

架等“境脉”条件，从规划、景观、侨村改造利用等三个方

面进行项目设计。

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打破了低年级学生课程学习中往

往局限于某个点的现象。通过一个中小型的设计项目，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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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解侨圩、侨村存量开发的背景。在挖掘红色基因和传统

文化价值的前提下，引导学生关注如何结合红色文化提升乡

村产业开发，从而激发他们的文化自信与自强。这种教学方

法有助于开发学生的设计思路，培养他们活化利用的理念。

3.3 思政融专业的以行践知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引导学生从东滘村的胜利大营救

西线史迹出发，进行田野调研。他们沿着水路探寻革命史迹

的发展脉络，从水路营救线路扩展至黄茅海，深入了解崖山

宋军战败后不愿苟且偷生的民族气节。为了明确项目的业态

定位，学生参观了万亩农田，了解了广东农业的科技发展。

此外，他们还走访了都斛镇的十三乡红色史迹，探寻了由

十七个红色村委会组成的红色示范带，深入了解了近代台山

侨圩的骑楼文化。通过对比周边乡镇的旅游资源状况，学生

游走了端芬、斗山二镇，领略了百年侨校、教育兴国的华侨

家国情怀。

在田野调研中，老师带领学生用双脚丈量岭南侨乡的

每一片土地，发掘身边乡村的原生态之美。通过一个项目的

实践学习，让学生认识岭南侨乡的独特文化。这种教学方法

取得了优异的效果，学生在实践学习中留下了美好的集体回

忆，这些回忆包括地方美景、革命熏陶、乡村科技科普，以

及学习的乐趣和师生间的友谊。这些美好印记将成为学生走

向社会后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引导他们自发地关注乡村产

业振兴，培养对家乡的热爱。

课程结束后，部分学生自觉地组队对自己家乡进行暑

期调研，用所学知识支持家乡建设，实现了以行践知。这种

教学模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还有助于培养他们的

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

4. 结论

红色“境脉”+ 岭南侨乡文化 + 虚拟仿真实战项目书的

教学设计，形成了思政教育与专业技术的双螺旋效应，通过

联合设计竞赛，构建了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共享线上思政教

育专业主干课程，以网络改变推动立德树人，实践课程为载

体传递文化自信。

虚拟仿真的“境脉”项目背景制作，以及传统文化知

识点的量化可视，形成了跨校、跨年级、跨专业的教学资源，

优化的师资资源，有效促进学科转型、接轨社会行业需求，

实现创意与科技的完美融合。课程的应用是结合科学与实

践、本土与创新，兼收蓄和与时俱进的。

高校教育者应具备“捧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14]

的治学传道奉献精神。在实践教学中，以行传道，师生间的

交流中实现心灵的碰撞。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环境，秉承“以

知促行，以行践知”的核心理念 [15]，融入湾区红色基因，

结合岭南各民系文化特色，把教学内容与过程塑造成文化、

专业、思政一体的实践型教学“境脉”，这种教学模式实现

了思政教育与实践课程的有机结合 [16]，促进了自觉思政的

发展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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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境脉”由埃内斯托·内森·罗杰斯提出结合既有环

境概念组织针教学中独立抽象问题而进行讨论评价的模式，

文中指在红色思政的文脉环境中，架构叙事空间，拟建记忆

架构。

②集体记忆理论认为，“人们通常在社会中获得他们

的记忆的。也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

加以定位”。这个唤起、定位、重建、叙述记忆的社会框架，

就是所谓“集体记忆”。

③汀江文化走廊原为从台山市斗山镇到端芬镇庙边村

的华侨建筑聚落，近年经过研究梳理，汀江文化走廊将延伸

至台山都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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