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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红色文化资源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南路红色文
化资源作为一种地域红色文化资源，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媒介和资源，对于加强地方高校大学生的德育建设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南路红色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特征
（一）南路红色文化的历史发展
南路位于广东西陲，是历史上的高雷（高州、雷州）钦

廉（钦州、廉州）和两阳（阳江、阳春）的统称，包括茂名、电
白、廉江、钦县、合浦、灵山、防城等 15个县市[1]。从 20世纪
20年代以来，以黄学增为代表的早期中共党员带领南路人
民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经南路农民运动、南路人
民抗日斗争、解放战争，并最终发展扩大到两国四省（两
国：中国、越南；四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革命活
动。在长达 27年多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开拓进取，敢为
人先；求真务实，夯实基层；艰苦卓绝，信念坚定”的精神内
涵[2]，南路人民为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英
勇的斗争，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并创造了丰富的南路红
色文化资源，积淀了浓厚的红色文化记忆。

1.南路红色文化形成的社会历史因素。南路人民在历
史上具有反抗压迫的斗争传统。首先，在广东南路革命史
上，广东南路人民具有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忠勇爱国等历
史传统。自 1840年以来，南路人民先后举行凌十八起义，
沉重打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面对法国殖民侵略者，广州
湾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法运动，沉重打击了法国
殖民侵略；在辛亥革命前夕，南路人民响应孙中山领导的
革命斗争，开展武装起义；辛亥革命胜利后，南路人民积极
参加了北伐战争，涌现出张炎等著名将领，为南路红色文
化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其次，随着中国共产党
的成立，以黄学增为首的早期共产党员成立了“雷州青年
同志社”，将红色革命火种播撒在南路大地，在中国共产党

的带领下，南路人民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成为早
期国内农民运动的重要发源地。

2.南路革命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条件。首先，南路地区
东连粤中，西邻越南，北靠广西，南濒南海，雷州半岛与海南
岛隔海相望。境内高雷台地纵横数百里，十万大山、六万大
山、镇龙山、勾漏山、云开山横贯 20多个县，沿海著名港湾
众多[3]。全区山重水复，地势险要，为南路革命的战略迂回
和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有力保障；南边面向海洋，为躲
避敌人追击，依据海岛进行战略袭扰提供了显著便利。其
次，南路地区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气候，天气炎热多雨，有利
于粮食作物的快速生长，保证了充足的粮食供应；同时当
地人民世代以捕鱼为生，能够提供鸡、鸭、鱼等肉食产品，
为南路地区开展斗争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供应。
（二）南路红色文化的现实特点
1.南路地区拥有丰富的革命文化资源。南路革命区域

范围广，红色文化资源众多。现存比较完整的有广东省农
民协会南路办事处旧址、农民运动宣传讲习所遗址、雷州
青年同志社旧址、黄学增烈士纪念亭、南路人民抗日解放
军成立旧址、粤桂边纵队成立纪念碑、强渡海峡解放海南
首发地旧址等一百多处革命遗址。南路革命贯穿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始终，而且具有分布范围广、资源丰富、历久
弥新等显著特点，蕴含着丰富的德育价值。

2.南路红色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血与火的 27
年革命斗争中，南路革命文化应运而生，它完整地见证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和革命先辈们坚定的理想信
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共产党员的先进
性，是穿越历史长河中感知南路革命精神和品格的媒介和
载体，具有超越地域和时间的现实价值。

二、南路红色文化的德育价值
（一）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坚定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壮骨补钙的营养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摘 要：南路红色文化作为独特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德育价值，具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培育民族
精神、涵养道德品质等价值。然而在实际中，面临着开发不足、形式单一、宣传薄弱、机制弱化等现状。通过开展整合
资源、创新形式、5G赋能、完善机制等措施提升高校的德育效果，发挥南路红色文化的德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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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
斗，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这个理想献出了宝贵生命。”[4]当
前存在以“重新解读历史”为名，丑化和诋毁革命人物和革
命事迹，进而“从历史依据上芟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
必然性、政治正当性和现实合法性，造成人民信仰的崩塌
和错乱”[5]，对部分大学生的历史观造成不良影响。此外大
学生由于对趣味性历史和文化具有强烈的兴趣，但是对内
容的真实性缺乏深入的辨析，从而会影响其价值观的形成
和建立。南路红色文化中所保留的革命遗址、革命故事、革
命人物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见证，
也是对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回击。南路革命中涌现出
了一批批共产党人，如满门忠烈黄广渊、宁死不屈钟竹筠
等革命烈士，他们面对残酷的革命斗争，视死如归，把共产
主义理想作为自己的毕生奋斗目标，以其生动和翔实的革
命事迹来再现早期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因此运用
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文化来教育当代大学生，来抵制历史
虚无主义，保持理论清醒和信念坚定。
（二）培育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团结
南路革命位于粤桂边区，是汉、壮、黎、瑶、苗、京等多民

族聚集的地区，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的重重压迫，苦难深重。南路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不惜付出铁与血的
代价，在大革命时期推翻反动军阀；在抗日战争时期，沉重
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粤桂边人民解
放军孤军作战，转战千里，紧紧地依靠各族人民群众，才得
以存在和发展。民族精神和民族团结意识贯穿于整个南路
红色文化之中。老一团战士转战至越南境内，与越南人民
团结一致，共同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所表现出来
的民族团结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三）感触南路革命文化，深入陶冶情操
红色文化承载着优良的革命道德传统，其内涵的自强

不息、无私奉献等优秀道德品质历久弥新，是增强大学生
道德文化自信的强力支撑[6]。南路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中国
革命文化资源的地域呈现，根植于中国优秀的道德文化，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是引领新时代大学生增
强政治品格，提升道德人格的精神资源。南路红色文化中
所展现的家国情怀、革命理想、道德品质是大学生的行为
典范。正是广大南路革命群众凝聚的不怕牺牲、勤劳勇敢
等优良传统美德，才会在岁月中凝结成具有独特地域性的
南路革命文化，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历史进程中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因此，新时代必
须用红色文化增强大学生道德文化自信，涵养大学生的道
德情操，为加强大学生道德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在知、信、
行的实践过程中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

三、南路红色文化德育价值实现的制约因素
（一）南路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不足
红色文化资源的丰富性和形式多元性，是开展思想引

领、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但是南路革命文化由于年代久
远、地域革命史料缺失以及大量南路革命前辈的相继离
世，导致了南路革命文化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当前南路
红色文化开发利用不足，未能有效地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
中。客观原因在于南路地域辽阔，南路的区域范围涉及 15
个县市，以及 3个省以及越南的一部分，受地方经济发展不
平衡影响，南路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停滞不前。1960年，周总
理抵达湛江市视察工作，专门提起南路革命领袖黄学增同
志，并对湛江市领导做了相关指示[7]。但是几十年来由于缺少
专门部门来推动，也缺少专门的学者来收集、研究、整理和转
化南路红色文化资源，造成了南路部分红色文化资源依然
散落各地，影响了南路红色文化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二）南路红色文化的德育方式有待改进
当前在红色教育过程中由于德育方式滞后，忽视新时

代青年的精神需求，无法形成有效的德育资源供给。南路
红色文化资源用于德育存在众多局限主要表现在：一是高
校大学生对南路红色文化认同感不强。当前在读大学生大
部分已是“00”后，缺乏历史记忆，难与南路红色文化产生情
感共鸣，无法直观感受南路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髓。二是
实践活动流于形式、效果不佳。高校开展红色实践教育由
于受经费、时间等限制，主要以参观南路革命活动遗址、人
物故居等为主，但实际内容走马观花未能触及灵魂。尽管
教育形式多样化，却因为学生参与度不高，红色实践教育
的效果未能真正显现。三是校园红色文化建设不足。校园
红色文化是对大学生进行红色教育的重要载体，缺少普及
和推广，导致南路红色文化资源未能有效融入校园文化，
从而影响了校园红色文化在大学生德育中作用的发挥。
（三）南路红色文化网络宣传阵地建设不足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实现“互联网 +红色文

化”模式势在必行。但是在现实中存在诸多因素限制了红
色文化网络宣传阵地的发展。首先是南路传播主体结构单
一，红色文化形象单一化，主要表现在红色文化的宣传主
体多为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和旅游景区等，对
于文化宣传更多采用拍摄纪录片、图文资料等，未能与互
联网有效地结合起来。二是红色文化叙事方式单一，宣传
方式落伍。当前的红色文化宣传主要依靠革命场馆讲解员
的解说为主，并辅以新闻信息和图片视频为代表的影像信
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宣传方式的同质性，缺乏真实的
红色感知体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红色文化的传播。此
外红色文化产品品种单一，形式单调，难以满足大学生多
元化的需求，难以产生心理认同。
（四）南路红色文化教育机制弱化
中国的革命文化是躯干，地方红色文化是枝叶。南路

红色文化作为地方红色文化中的一种，需要地方政府、高
校、社会和民众共同来保护和传承。如何使南路红色文化
融入高校的德育体系，需要高校党委统筹规划，内部的密
切配合，构造良性的体制机制。高校内部人员调配、经费保
障、奖惩考核等制度需要进行学校层面与地方政府建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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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区域协同机制。同时南路红色文化遗址、景区与新闻
媒体缺少优势互补，难以衔接紧密，无法合力调动红色文
化资源的德育价值。导致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德育制度保障
体系不够完善，使南路红色文化教育效果难竟全功。

四、南路红色文化促进大学生德育价值实现的途径
（一）整合资源，推动南路红色文化资源开发
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有利于弘扬红色文

化，传承红色基因，保持革命本色。南路地区具有丰厚而独
特的红色旅游资源，是开展德育的重要资源，也是推动粤
桂边老区经济和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举措。首先，统一整
合南路陆地和海疆红色资源，实行“红红”联合，在实践中
完善南路红色旅游精品路线，开展体验式教育，形成区域
革命文化培育中心。其次，将南路红色文化资源同雷州半
岛独具魅力的自然海域风光结合起来，打造生态旅游和红
色教育的有机联动。而且要将南路红色文化资源同客家人
文及民族风情相结合。深入探析南路革命文化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文化内容的传承以及其中承载的精
神实质，充分发挥南路红色文化资源对广东高校“以文育
人”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高校德育的社会课堂。另外将南
路红色文化与“一带一路”结合起来，充分挖掘历史上南路
地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将南路红色文化与“一带一路”，
东南亚侨胞的艰苦奋斗史紧密结合起来，扩大育人范围和
育人群体。
（二）创新形式，提升南路红色文化教育效果
红色文化教育要发挥时代价值就必须紧跟时代步伐，

与时俱进，彰显时代特色，坚持以理服人和以情感人相结
合，让学生真正入脑入心，触及心灵。一是普及红色文化，
实现红色文化“三进”建设。通过编写红色文化普及读本推
动南路革命文化进课堂、进教材和进头脑。鼓励高校通过
多种形式引导大学生热爱红色历史，与红色文化产生精神
共鸣，使南路革命文化被学生无形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是创新红色实践形式，巩固社会实践的成效。实践教学
和课堂教学是开展大学生德育建设的重要抓手，其中实践
教学巩固和提升理论效果。因此对于红色文化的实践教
学，必须事先制定切实可操作性的教学方案，预设相应的
教学目标及成果。在实践教学前先进行理论教学，把实践
教学作为理论教学的必要补充；不断完善实践考评机制，
量化大学生红色实践效果。三是丰富校园文化，构建红色
校园。“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高校在夯实第
一课堂的基础上，积极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发挥校园文
化在文化育人和环境育人中的重要作用。如以红色文化为
主题举办摄影作品展览、红色文化短视频创作大赛等活
动；将校园广播、公众号、短视频等新型媒介联动组织起
来，使大学生了解和认同南路红色文化，自觉主动地用红
色文化浸润自己的思想。
（三）5G赋能，增强南路红色文化传播新动力
新兴媒介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传统德育模式的

实际效果，使其面临困境和挑战，同时作为新技术工具也

为开展德育提供了新手段、新方法。5G作为新兴的互联网
技术，在推动红色文化创新，发挥红色文化资政育人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8]。南路红色文化不是枯燥的历史人物、数字
和材料，是由生动的历史故事、鲜活的历史人物、重要的历
史事件串联而成。通过 5G通信技术，把南路红色文化中的
人物、事件、场景等接入网络，实现穿越时空的历史传递。
充分利用 5G技术在线上教育的运用，将南路红色文化依
托于在线平台，面对更多的受众，将线上教育与地方红色
文化相结合，以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思政教学工作的更新。
采取动漫、游戏、VR、AR等新形式、新技术提供革命文物的
全息观赏、虚拟触摸和历史事件的沉浸式体验，增强红色
文化教育的实效性。此外还可以将 5G技术运用于革命场
馆设计，采用“5G+革命穿戴”技术，提供沉浸式教育体验，
将场馆内容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身临其境地感受红色
文化的氛围。
（四）完善机制，健全高校红色文化育人运行机制
南路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德育工作是一个系统化

工程，如何将其作为一套工作机制来运行，需要多方面的
参与。只有各方在一套运行机制下共同加强红色基因传
承，才能够保障南路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德育的顺利开展。
一是完善立法机制。通过完善规章制度，加强对南路革命
文化的发掘、整理和保护；二是完善转化机制。建构南路红
色文化研究中心，在课题资助、资金支持、制度安排上给予
倾斜。加强区域高校合作机制，建立“区域思想政治理论建
设中心”，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区域整合，推动南路
革命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融合，提升高校大学生的德
育实效。此外，高校与地方红色景区应加强联系，完善大学
生红色旅游体验，运用市场化运行机制，遵循市场规律，建
立符合规律、高效运转的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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