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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新课标中明确提出，要“充分开发利用乡土教

材和地方课程资源，利用影视作品和各地蕴藏丰富历史内

容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以获取丰富的历史学习课程资

源”。因此，将地方历史文化引入到“纲要”课教学既是“纲

要”课作为历史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丰富拓展教学内容

的需要。

将丰富的地方历史资源融入到《纲要》课，主要通过

教师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有目的地将中国十堰市地方文

化与《纲要》课知识点相结合，以引起学生一定程度的地

域共鸣体验，从而帮助学生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帮助学生

自觉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卓越的人格品质，自觉树立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汲

取道德滋养，自觉从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的身上感受道德

风范。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是指居民所在的地区的自然生态和

文化生态方面的资源，包括文字资源、实物资源、活动资源

等内容，既有遗物遗址，又有反映地区新时代新面貌的文化

资料。十堰市历史文化资源包括现存的地方志、报纸、网络、

口述史等文字资源以及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教育基

地等文物遗址资源。

十堰市位于郧阳地区郧县东南部，原为十堰公社。十

堰市 1969年设立，由郧县茅箭、十堰、黄龙三个公社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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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十堰市源于明代设立郧阳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第

三个五年计划提出三线建设的要求后，为了备战需要，将第

二汽车制作厂选址在鄂西北，进而建立了十堰市，至今已有

50余年的历史。十堰地处中华腹地，是历代王朝必争的军

事要地和皇亲贵戚流放之地，也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

发之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里又成为重要的汽车工业

基地，近年来发展成为以武当山为中心的旅游胜地和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在这块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传统武当

文化滋养着十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骨感召着十堰，东风

公司艰苦创业的精神鼓舞着十堰。

坐落于十堰市境内的武当山是道教圣地，传说张三峰

曾在此修炼，得道升天。明代时，武当山曾经一度被作为“皇

室家庙”，并把玄武大帝作为“护国家神”来崇祀，大力营

建宫观。武当山被称为“天下第一仙山”，位尊五岳之上，

成为全国道教文化活动中心，武当山呈现了 200多年的鼎盛

时期。在此期间形成的武当茶文化、武当道教文化、武当中

药文化、武当民间故事、武当碑刻文化等构成了博大精深的

武当文化。

武当仙山环境优美，宫观依山而建，武当主峰天柱峰

海拔 1612m，周围又有七十二峰，素有“七十二峰朝大顶”

之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好似万山来朝。武当仙山气势宏

伟，风光旖旎，建筑设计遵循自然规律，保留了武当山的原

貌，坚持了生态环保和绿色发展的理念，实现了人与自然的

完美融合。南岩宫嵌入到悬崖峭壁上，可谓鬼斧神工。武当

山一柱十二梁的工艺号称建筑界的一绝，这种精湛的工匠精

神也值得后人认真学习。武当民间故事历史悠久，其中广为

流传的“喜鹊与乌鸦的故事”“磨针井的故事”“太子求学

的故事”中蕴含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齐同慈爱精神，

讲好武当故事，既充分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能够

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

十堰市坐落在鄂西北，与鄂、豫、陕、渝四省市毗邻，

是自古以来军事要地，历代农民起义的征战地和近代革命根

据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多支红军队伍途经此地，传播革

命的火种。

第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批革命志士为探索国

家救亡图存的出路，抛头颅洒热血，竹山张振武作为武昌首

义元勋，更是辛亥革命的发起者和指挥者。

张振武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武昌起义”的主要

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把短暂的一生献给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事业，为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武昌起义时，张振武

是主要领导者之一。他为武昌起义积极准备，布置安排，督

军作战，出生入死。武昌起义后，张振武当选为湖北军政府

军务部副部长。他知道在刚刚诞生的湖北军政府中，军务部

长的责任重大，为了扩大武昌起义的成果，争取实现民主共

和的重要任务，张振武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冲锋陷阵，安

抚民心。当清军迫进新汤，汉阳危急时，张振武亲自率军

务部人员及卫队奔赴前线。不幸的是，因黎元洪、袁世凯

与张振武矛盾积怨，最终惨遭杀戮。竹山县人民为了纪念

这位革命英雄，修建了振武小学，希望振武的革命精神永

远流传下去。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十堰建立了鄂西北革命

根据地十堰山多林多，便于革命队伍上山保存实力。1931

年 6月，贺龙率红三军创建武当山革命根据地移师房县途经

茅塔乡东沟村，在此打土豪、分田地，发展革命队伍；1934

年至 1935年，红二十五军在郧西县边战斗、边宣传、边壮

大，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也是红军在长征途中创建的

唯一一块根据地。1946年，王树声率“中原突围南路部队”

在茅塔乡东沟村建立了鄂西北第三军分区、均郧房县委县政

府、县大队革命政权。时任均郧郧房县委书记朱正传、县长

胡恪恭等，率领突围官兵，依靠东沟群众，在这里坚持武装

斗争，牵制了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在同年底的战斗中，

县委书记朱正传等 100余名官兵英勇牺牲，县长胡恪恭也身

负重伤，均郧房县委、县政府随之迁址。

十堰不只帮助了很多红军部队，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

爱国人士。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央党校校长杨宪珍，

董必武恩师郭肇明，左右江起义领袖，红八军政委何世昌，

毛主席赋诗《蝶恋花》深刻怀念的革命战友柳直荀等都在十

堰地区参加过革命活动。这方绿水青山养育了很多英雄儿

女，也创造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69年，第二汽车制造厂（1992年 9月 1日改名为东

风汽车公司）在红卫炉子沟开工，十堰市因此应运而生。随

着东风公司的发展，十堰从一个鄂西北边陲小镇发张为“中

国卡车之都”，逐渐走向繁荣，完成了现代化工业文明社会

的跨越。

2019年正好是十堰建市 50周年。50年峥嵘岁月，十

堰人经历了东风汽车公司更名；十堰市与郧阳地区合并，实

行市管县体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的建设；全力

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十堰人艰苦奋斗、砥砺奋进，荣获中国

综合竞争力百强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中

国卡车之都、《魅力中国城》十佳魅力城市，全国卫生城市

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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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十堰普查统计的革命遗址共有 249处，各县市区极有

分布。其中张湾区 2处、茅箭区 2处、郧阳区 25处、丹江

口市 43处、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 4处、郧西县 45处、房县

45处、竹山县 18处、竹溪 65处。

从革命遗迹类型看，全市 249处中，重要历史事件和

重要机构旧址 105处、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 90

处、革命领导人故居 4处、烈士墓 24处、纪念设施 26处、

损毁遗址 117处。

十堰市革命遗迹保护级别，国家级重点文化保护单位 7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处，市级 4处，县级 25处，

未定级 205处。

十堰市革命遗址利用级别，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7处，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6

处，县级 14处，未定级 210处。

工程

十堰市专门设立了“历史名人活化工程、历史文化活

化工程”组委会办公室，通过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高校、

企事业单位申报、专家组评审和网络评选等工作确定了首批

十位历史文化名人（表 1）和六项历史文化。

序号
十堰市首批历史名

人
主要贡献：

1 饶斌
中国汽车工业之父、二汽建设的

领导者

2 杨献珍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

3 施洋 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劳工律师

4 孟少农
中国汽车工业技术奠基者、二汽

总工程师

5 王世贞
明代著名文学家、郧阳文教的振

兴者

6 尹喜
道家代表人物、《道德经》传播

第一人

7 尹吉甫
周代政治家、《诗经》

主要编撰者

8 张三丰 武当三丰派祖师

9 原杰 明代政治家、首任郧阳抚治

10 张振武 辛亥革命元勋、武昌首义发起者

首批十堰“历史文化”共有 6项，分别是武当文化、

汉水文化、汽车文化、红色革命文化、诗经文化、古人类文化。

十堰市委市政府计划通过研究阐释、项目转化、开发

拓展等方式，把十堰“历史名人”和“历史文化”资源充分

融入城市宣传、文化旅游产业，彰显十堰城市精神，提升城

市魅力，建设文明城市。

“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

是城市魅力之关键”，十堰市委书记张维国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推动十堰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加快疫后重振和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振精气神、凝聚正能量。”

十堰的历史文化资源异常丰富。将这批优秀的历史名

人、历史事件等内容引入到《纲要》课堂教学中，既能增加

历史分析与现实关怀，又能培养学生对未知事物的探索精

神，使课堂教学具直观性、鲜活性和趣味性。

必要性

材内容，辅助教学

毛泽东同志说：“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身教

重于言传，具体强于抽象，“一个榜样胜过书上二十条教诲”。

《纲要》课教师深刻挖掘十堰历史文化，将竹山县革

命英雄施洋领导二七工人罢工，最终被军阀杀害的英雄故事

融入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章节中，可以加深同学们

对历史抽象理论的理解，帮助同学们学习英雄模范的信仰信

念、家国情怀以及人格风骨。他们是对党忠诚、勇于担当、

为人民谋幸福的典型代表，是有形的正能量、鲜活的价值观。

通过英雄人物事迹宣讲，促进大学生思想觉悟、能力素质、

道德修养、作风形象等方面能力的提升。

学手段改革

历史课新课标中提出要“充分利用各种与历史学习有

关的计算机教学辅助软件、多媒体历史课件、远程教育中的

历史课程，互联网提供的历史教育网站、历史资料数据库和

图书馆、档案馆网站等”手段，促进历史课程课改。

《纲要》课 从学科分类上划分，属于历史的范畴，具

有故事性、主题性、趣味性的特点。传统纲要课教学以讲授

的模式为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但也在到课率、

抬头率等方面存在问题。经过教学手段改革，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以拍摄微视频的方式将十堰市地方历史融入到课堂教

学中，辅助教材开展教学工作，创新了教学手段，收效显著。

在课外，引导大学生亲身参与考察，挖掘地方历史资

源；组建团队，进行微视频拍摄宣传地方历史文化；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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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新媒体手段了解地方历史事件，改进教育教学手段，

多种途径提升大学生的参与度，充分体现大学生在教育教

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全员参

与，教学相长。

大学生“学本位”的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

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中提出了“回归常识、

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四个回归要求。把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贯穿高水平本科教育全过程，加强新工科建

设，突出培养新工科人才。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的大学生主要以理工类为主，他们

对历史的记忆还停留在初中学习阶段，知识积累远远不够。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掌握程度还有待提高，而《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课主要教学任务是帮助大学生了解国史和国情，帮助

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唯物史观。但是作为工科生，尤其是应用

型高校的工科生，重专业，轻人文，对历史的学习缺乏主动

性 [1]。因此，如何激发大学生对历史的学习热情，提升大学

生的综合素质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融入十堰地方文化，拓展《纲要》的教学内容，

创新教学手段，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大学生学习的

内驱力，大学生才能主动去了解地方历史文化，拓宽知识的

深度和广度，健全知识体系，提升大学生在责任感，发挥大

学生的主人翁精神。

应用型高校建设

应用型高校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的办学之路，通过将十堰地方历史融入到《纲要》课堂

教学，促进高校课程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让大学生了解十

堰，尊重十堰，热爱十堰，为十堰地方建设培养优秀的人才，

促进高校应用型转型，符合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区域性高校的

定位。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坐落在十堰市，是一所以工科为主

的应用型高校。拥有本科在校生一万余人，其中 60%为十

堰人，还有约 20%湖北其他地市州的生源。因此将十堰地

方历史文化引入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过程，既是

对教材内容的补充，也是宣传十堰城市文化的有效途径。

滋养青年大学生的精神生活

《纲要》课程组与二级学院共同发起，在新生入学教

育阶段，带领新生参观《十堰市博物馆》《湖北汽车工业学

院校史馆》。通过与历史面对面的交流，了解学校的发展史，

十堰的发展史，丰富青年大学生的精神生活。

学生还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到十堰市东沟、十堰市郧县

烈士陵园、老营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了解十

堰的革命史。十堰作为湖北的重要军事要地，培养了施洋等

一大批革命先烈。还建设了东沟红色基地、郧县历史陵园等

大批红色教育基地。这些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可以滋养大学生

的精神生活，从而塑造良好的生活习惯、价值体系和行为模

式等。

学生对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的理解，涵养大学

生的道德品格

在《纲要》课堂教学过程中，将东风汽车发展史，包

括建设初期，白手起家，“中国汽车工业之父”饶斌同志带

领大家开疆拓土，成功建厂的“芦席棚精神”“马灯精神”；

技术上迎难而上、攻克难关，孟少农同志积极组建科研团队，

建造出第一辆国产军车的大国工匠精神；公司把握发展机

遇，紧跟国际形势，实现从山向海的跨越，成为国内首家跨

国国有汽车集团的创新精神等优秀资源与改革开放的伟大

功绩相结合，感受十堰的现代化气息，聆听三线建设的动人

故事，培养大学生爱祖国，讲奉献的优秀品质。

力量激发大学生建功立业的决心

为了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纲要》课开展“我心中

的思政课”微视频拍摄活动，通过采访拍摄十堰的道德楷模、

劳动模范、抗战老兵等先进事迹，树立典型，以榜样的精神

鼓舞青年大学生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胸怀大志、砥砺前行。

通过十堰地方历史文化的教学，激发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和关

注。教育学生爱祖国，爱家乡，努力提升本领，将所学知识

转化为生产力，促进地方经济建设 [2]。

精神感召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的责任

红二十五军作为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是红军长征途

中唯一建立根据地的队伍，是最早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是

平均年龄最小的一支长征队伍，最小的战士才八岁，也是武

器最精良的长征队伍，长征路线最短的一支队伍。毛主席称

赞其为“中央红军之向导”“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在红

军长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通过开展网上重走长征

路，长征精神征文活动，长征剧本征集等第二课堂活动，让

大学生身临其境，感受“不抛弃不放弃”，坚持真理必将取

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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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解决的问题

学生的特点

《纲要》课通常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要教学模式，

对历史知识的传播和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

如何提升纲要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

和期待，“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成为纲要课亟待解决的问

题。目前高校的在校生已经是“00后”一代，伴随着移动

互联网成长的一代，他们更需要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

式，注入新鲜的内容。

匮乏的缺憾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主要教学任务是帮助大学生

了解国史和国情，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唯物史观。但是

作为工科生，尤其是应用型高校的工科生，重专业，轻人

文，对历史的学习缺乏主动性 [3]。因此，如何激发大学生对

历史的学习热情，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就成为亟待解决的

问题。

地位

《纲要》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规定的思政课程

之一，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但是大部分学生以及格为目的，

抱着不得不学的心态，课堂参与度不够，内容的掌握程度也

不牢固，学过就忘。通过引入地方历史，让大学生感受到生

活的城市的沧桑巨变，深度了解十堰的发展历程，具体化、

可视度高，容易理解。通过理论教学、课外实践、第二课堂、

第三课堂等形式，激发大学生的参与感，获得感，继而提升

对课程的认同感。

十堰市历史文化资源是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开展思政课

程和课程思政实践教学的重要依托，也是在教学领域作出的

一种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利于培养大

学生的历史思维，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培养大学生探寻

事物的本质规律的科研精神。但是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要处

理好教材和本土文化的主次关系，不能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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