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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是我国在革命时期，由共产党人和人民群

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先进文化，它蕴含丰

富强大的革命精神、浓厚的革命文化内涵。红色文化将

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中，

逐步摒弃传统文化糟粕、取其精华，突出民族革命精神、

历史时代精神，始终以人为本，以实现社会主义全面发

展作为最终价值目标。所以，红色文化集中体现出国家

主导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以人文本的精神，展现出党的崇

高理想信念以及政治情操。红色文化作为革命时代的理

想价值，对现代社会主义的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

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充分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使其

成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价值导向，促进大学生形成

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使其具备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和时代精神。

1  红色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的关系

1.1 红色文化内容包含理想信念教育
红色文化包含着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我国革命

时代流传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建党初期，共产党以

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

信念作为解放中国的伟大目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毛泽东同志将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

四有理想青年作为社会主义人才教育目标。一直以来，

理想信念教育都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红色文化中的

许多题材都是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完美诠释。科·达

勒维耶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成立以来，一代代共产党人始终为社会共产主义理想

奋斗生生不息，大批共产党人为了民族复兴牺牲了宝贵

的生命，誓死捍卫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信念。在革命的

道路上，太多的英雄党员和革命事迹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他们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共产党人精神面貌，无

时无刻不在鼓舞着一批批共产党人，踏寻英雄的足迹，

将中华民族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不断推向高潮。红色文

化中的五四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延安精神等，

无不体现出优秀的民族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

屈的理想信念造就了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红色文化中

产生的众多关于理想信念的革命事迹同时成为现代大学

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素材。

1.2 理想信念教育推动红色文化与时俱进
在社会主义社会，理想信念教育是跟随时代而变化

的，理想信念教育作为红色文化的主要内容，在历史的

进程中，推动着红色文化中的思想内涵与时代俱进，使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伴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在新中国改革

开放时期，在历史经验教训和社会实际现状之下，邓小

平同志提出了加强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的重大发展目标：

第一，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第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教育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源泉；第三，

深入理想信念教育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有力保障。

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之上，江泽民同志又对共产主义理想

信念教育做了提升，他指出理想信念教育是中国共产党

提高综合治国能力的需求，是有效抵制和平演变战略的

手段。一届届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让理想信念教育

的重要内涵随着时代不断扩大、发展，所以，随着时代

发展红色文化的内涵正在不断延伸，具有与时俱进的重

要意义。

2  红色文化在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的作用

大学生树立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离不开其自身对思

想政治理论知识的深刻解读。在现代高校教育中，要以

培养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深度认知作为培

养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基石，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

使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建设和谐社会形成更为全面的理解，

让大学生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1 红色文化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的认知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产物，是无产阶级和

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具有博大精深的内涵思想，

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共产主义

社会是全人类最为理想的完美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至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已完成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到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迈进。在实践中，始

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敢于创新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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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民主革命到解放革

命，无数的革命前辈都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忠诚

信仰人。历史的见证告诫后人，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是正

确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只有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随着时代的实践拓展，

马克思主义思想更趋于中国化，具备新的时代特征。高

校大学生要结合国家客观现状，实事求是认真学习马克

思主义立场和观点，树立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共产主义信仰。红色文化作为最生动、真实、经典的历

史教育题材更具备强大的感染力、影响力，对培养大学

生深刻认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2.2 红色文化有利于加深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的理解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正

式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在国家发

展中，坚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现代社会的共同理

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使之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阶段。红色文化作为具有

历史年代特点的民族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

同，都是中华民族同等重要的精神宝藏。如今的大学生

出生并生长于优越的先进时代，对过去的民族历史逐渐

淡化忘却，在大学生中加强对红色文化的弘扬学习，建

立红色网站、诵读红色故事、传唱红色歌曲、游览红色

基地，让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内涵思想更为直观的深入

认知，从而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坚定社会主义

理论、共产主义思想，使大学生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解读。

2.3 红色文化有利于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三观”
价值
当下，大学生正处于树立正确“三观”的重要时期。

以理想信念作为树立“三观”的核心引导方向，理想是

正确世界观形成的基石，理想信念同时建构出人生观、

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因此，理想信念对大学生“三观”

意识的培养起着积极的影响作用。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要以理想信念作为塑造大学生“三观”的前提条

件，让大学生学习并正确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中解

读并诠释出世界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依据，以此保障大学生具备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最终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当代大学生，由于受到西方资本文化、社会腐蚀思想的

影响，很多学生产生了不良的道德思想，各种享乐主义、

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思想明显，严重侵蚀了大学生的政

治头脑。高校作为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的根据地，应

该积极承担起正确引导学生的责任和义务，帮助大学生

树立起正确的“三观”价值。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塑造形

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要让大学生对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产生共鸣，从而达到自身精神上的升华，形成

自主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高校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就

必须将其外部灌输教育转化成内在观念意识，使理想信

念教育起到决定性影响作用。那么，红色文化作为理想

信念教育的精神食粮具有先天的优势，最容易与理想信

念教育在精神层面产生良性互动。红色文化中所凝聚的

舍生取义精神、拼搏奋斗精神、敢于创新精神等都是培

养大学生理想信念的丰富精神财富。历史遗留下来的印

记，那么多红色书籍、红色档案、红色遗址、红色文物

以及老红军战士的亲述经历等等，使得高校理想信念教

育的红色资源丰富多样，让大学生从当中充分感受到共产

主义革命道路的艰辛万苦、社会主义的来之不易，能够

有效激发大学生产生思想共鸣，从而潜移默化地实现心

灵的升华，有利于促进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因

此，高校要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

中，将其作为宝贵的“教科书”，使其发挥出积极的促进

作用，帮助大学生拥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  红色文化促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路径

如上所述，红色文化中所包含的重要内涵和特征，

有助于加深培养高校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深刻认识，帮助大学生树立起科学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就实践教学分析，在高校大

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过程中融入红色文化元素，主要通过

以下几个途径。

3.1 深度挖掘红色文化内涵，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课程之中
弘扬红色文化精神，将红色文化通过高校理想信念

教育传承发扬，就要充分挖掘出红色文化的重要内涵，并

在广大师生党员群众中解读红色文化知识，使红色文化

成为具备强烈感染力的“教科书”。要充分发挥出红色文

化的教导育人功能，在紧紧掌握红色文化精髓的前提下，

将其与新时代形势、大学生特点有机结合，搭建红色文

化平台，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创设条件。在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把红色文化的精髓内涵、

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与思想政治课程内容紧密结合。

3.2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红色文化，营造良好
的校园文化氛围
高校要在校园规划建设、打造校园文化的过程中，

积极融入红色文化元素。通过红色文化元素中的校园物

质文化，促进大学生拼搏奋进、严格自律，有利于引导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意识，抵御拜金主义、享乐

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塑造以及培养高校大学生

坚韧不屈、不怕吃苦受累的精神。

3.3 发挥社团组织的引导能力，倡导大学生参与
红色文化建设
在高校，大学生社团具有强大的引导组织能力，要

让更多的大学生积极响应号召，参与到红色文化建设中，

就要充分发挥出大学生社团的作用，激发大学生的积极

参与性，让学生利用红色文化知识去丰富社团活动，形

成共同参与高校红色文化建设的有效机制。

4  结语

总而言之，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教育，使两

者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红色文化作为民族革命的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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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物，随着时代发展还在不断与之俱进，持续助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前进。红色文化在高校培养大

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进程中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和重要

意义，高校要充分利用好红色文化这个教育宝藏，使其

成为培养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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