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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下高职高专思政教育、
劳动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融合育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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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职高专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的

融合育人过程中，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可以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

同时，充分了解红色资源所蕴含的精神和内涵及其独特的育人优

势，进而更加注重提高个人思想和道德品质。通过利用红色资源

促进高职高专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融合育人，

可以为融合育人提供重要保障，使得学生在历史传承中汲取营养。

本文首先简要阐述了红色资源的分类，分析了基于红色资源的高

职高专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融合育人的重要意

义，然后对红色资源下高职高专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以及创新创

业教育融合育人的可行性路径提出了建议，以期帮助高职高专尽

快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目标，为国家培养出来越来越多优秀且

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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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是指国家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所

创造出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华民族风格和时代特征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其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以

及创新创业教育资源，这些资源是开展“思创劳”三位一体融合

育人的重要内容，对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

怎样能高质量且有效地将红色资源灵活应用于高职高专思政教育、

劳动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融合育人过程中是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的重要课题。

一、红色资源的分类

红色资源形成于革命斗争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特点，

主要包括红色传统、红色精神、红色物质和红色文化。红色资源

的内涵可以从广义以及狭义两个层面加以阐释。从广义层面出发，

红色资源指的是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的在所有革命活动中涌现出

来的先进人物以及优秀事迹，还包括纪念物品及其承载的伟大精

神等等。从狭义层面出发，红色资源指的是在革命斗争以及社会

主义建设所形成的一系列革命活动遗址、遗迹以及文献等，同时，

由此衍生出来的革命精神也属于红色资源狭义内涵的范畴内。根

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红色资源分为不同的类别。

第一类是革命遗址、遗迹和纪念碑等物质载体；第二类是革

命精神和革命传统，如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第

三类是革命遗址中蕴含的物质文化遗产，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

神等；第四类是革命人物的革命事迹及其精神。这些物质载体和

红色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功能，能够在高职高专思政教育、

劳动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融合育人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对红

色资源进行合理分类，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红色资源的功能作

用，进而促进高职高专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融

合育人目标得以尽快实现。

二、基于红色资源的高职高专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以及创新

创业教育融合育人的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培养综合素质过硬的优秀人才

在思政教育中，红色资源的应用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劳动教育中，红色资源的应用可以帮

助学生了解我国悠久历史、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劳动光荣的观念；

在创新创业教学中，红色资源的应用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我国优秀

传统文化以及革命精神，进而培养学生求真务实、创造创新的精神。

综合来看，将红色资源应用到高职高专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以及

创新创业教学中，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培养其吃

苦耐劳的精神以及勤俭节约的品质，同时帮助学生了解我国优秀

的革命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在这些积极因素的影响和

感染下，学生能自觉规范个人思想与行为，始终保持优秀品质，

更重要的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直坚持贯彻落实求真务实的优

良品质，这对有效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是至关重要的。

（二）有助于形成互利共生的育人目标

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的一切；

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只有创新才能不断促进社会发展进

步。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中不能没有自由时间。由于有了自由时间，

人们才能够从事科学研究、艺术创作等创造性活动”。人作为社

会实践活动的主体，也只有在不断创造和劳动中才能取得发展和

进步。劳动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还创造了精神财富，这同样是

思政教育的核心内容。由此看来，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以及创新

创业教育分别从道德情操、劳动观念和创新精神三方面出发共同

致力于新时代综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使他们具备崇高理想、

掌握过硬本领以及主动积极承担责任的担当精神。在高职高专三

位一体教育教学中融入红色资源，不仅能够让学生了解红色资源

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学习红色资源中蕴含的崇高品格和奋斗精神、

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和尊重劳动的习惯和品质、树立正确的创新创

业观念等，还能够形成互利共生的育人目标，这是新时代赋予“思

劳创”三位一体融合育人的价值内涵与重要使命。

（三）有助于实现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红色资源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文化财富，具有很高的利用

价值，因此，高职高专可通过对红色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使

其成为开展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资源，

以实现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同时，红色资源是开展思政教育、劳

动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素材和源泉，通过对红色资源的

有效利用和开发，可以为融合育人提供优质的素材和灵感。正因

为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只

因为核心育人目标不同而表现出来不同的形态，他们才可以互建

互享教育资源和素材，不管是红色先进的人物典型还是发人自省

的红色案例都能作为引导学生实现个人价值的关键内容，也只有

将红色资源贯穿于思劳创三位一体教育的方方面面，才能更好地

实现统筹发展目标，让学生对革命精神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从而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三、红色资源下高职高专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以及创新创业

教育融合育人的可行性路径

（一）构建红色资源下的多元化课程体系

目前高职高专学校的劳动教育、思政教育、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设置多为“一元”，即只设置劳动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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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创新创业课程，内容单一，忽略了其他学科融合的重要性。这

就要求课程体系应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兴趣爱好和心理特点来

调整课程设置。另外，由于学校的红色教育资源比较匮乏，所以，

还可以利用红色资源来丰富课程体系教育教学内容。遵循“分层次、

差异化”的课程体系构建原则，建议进行如下调整：

首先，启蒙阶段，以通识型基础教育为主，教师对象为全体

学生，通过开设劳动 + 创业 + 思政通识课程，向学生介绍职业道

德、创新规律与方法、劳动技能以及劳动法等知识内容。授课教

师需要充分了解和熟知融合教育课程体系内容，找到红色资源与

教育教学内容相契合的关键点，将其渗透进去，争取达到灵活运

用的程度。例如，在讲授革命烈士爱国主义精神的时候，可以引

入诸多红色革命人物，如方志敏，用方志敏同志的红色事迹颂扬

优秀的爱国主义精神，通过带领学生参观革命纪念馆、观看影片

等方式来引导学生体会中国革命的艰辛，增强他们的爱国意识和

艰苦奋斗的精神。当然，教师还可渗透“创造是发展的不竭动力”

等先进思想，组织学生研读方志敏同志留下的《我从事革命斗争

的略述》《可爱的中国》等文稿，让他们在不断学习和亲身体验

中获得情感方面的熏陶与精神方面的鼓舞，指导个人实践，进而

达到融合育人的目的。

其次，融合阶段，以专业型特长教育为主，教育面向不同专

业具有创新创业意向和特长的学生，旨在引导学生发现并挖掘创

业机会，认知创业风险、规划创业方案，进而提升他们的创新创

业能力。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开展“互联网 + 创业”大赛，

鼓励和支持学生申报“劳动教育 + 红色基地”创新创业类科研立项，

最终达到用劳动育人，用劳动创新的融合教育效果。

（二）依托网络平台开辟红色宣传新阵地

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高职高专学生

学习和生活的重要阵地。因此，高职高专在开展思政教育、劳动

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借助

网络平台开展红色宣传，开辟红色宣传新阵地。

一方面，高职高专可以依托网络平台积极开展线上宣传工作，

对红色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和整理，并将其转化为思政教育、劳动

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内容。高职高专可以通过微信公众

号、微博等媒介将红色资源的相关信息推送给学生，让他们了解

并学习悠久的革命历史和高尚的革命精神，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高职高专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

线上线下互动交流活动。例如，学校可以通过开展网络直播课堂、

在线互动交流、线下体验等方式充分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活动。

另一方面，学校应积极探索红色宣传新阵地，打造红色教育品牌。

近年来，各地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红色文化宣传品牌，如河北省

平山县西柏坡革命纪念馆、浙江省嘉兴市南湖红船、江西省瑞金

叶坪革命旧址、福建省闽西古田会议旧址、广东省海丰红军烈士

陵园等。通过打造红色教育品牌，可以有效拓宽红色资源的宣传

渠道。学校可以充分利用红色教育品牌开展线下体验活动，如参

观红色基地、讲述红色故事等活动，同时，还可以利用新媒体技

术创新红色教育活动形式，打造网络上的“红色博物馆”“红色

纪念馆”“红歌课堂”等教育品牌。此外，学校要积极发挥新媒

体的宣传作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劳动观

和创业观。例如：“红歌会”“红书分享会”等活动不仅可以丰

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还可以将红色故事、革命人物、革命精神等

以音乐、阅读形式传播给学生，或者将红色故事、革命精神等以

微视频的形式呈现给学生，让他们更加直观地了解那一段峥嵘岁

月和光辉历史，让他们成为学生劳动、创业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

以先辈们的榜样力量激励着他们不断向前发展与迈进。

（三）引入多元融合方法，提高契合程度

在高职高专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融合过程

中，教师可以引入多元融合方法，提高红色资源与融合教育的契

合程度，达到 1+1>2 的最大化育人效果。

首先，运用实践教学法。实践教学法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

其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并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和理解知

识。在高职高专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学融合中引

入实践教学法，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程度，还能

有效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教育工作者可以把红色资

源引入到学生的劳动活动中，利用红色典型事迹和典型人物等开

展思政教育活动。例如，在开展“工匠精神”主题班会的过程中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革命故事短片以及相关的纪录片等，同时，

带领学生参观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当然也可以组织开展各种形式

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者服务、支教等，以实践促进知识的内化，

助力融合教育的长远发展。

其次，运用小组合作学习法，在小组合作学习中让学生成为

课堂主体，有效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成立红

色资源下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以及创新创业融合学习小组，让学

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思政知识学习、红色资源讲解、劳动技能培养、

创新创业实践等活动。小组合作学习应将互帮互助的优良精神发

扬光大，通过组建帮扶小组、一对一服务小组等形式引导学生从

不同层面、多个角度认知与理解伟大的红色革命精神内涵与意蕴，

同时，借助相关案例小组共同学习我国当代红色精神传承的现状

及发展方面的内容，让红色教育真正落实下来，并与思政教育、

劳动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形成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模式。

四、结语

在高职高专教育中，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

作为一种核心教育方式，需要与其他教育方式相互结合，才能发

挥出更好的作用。而红色资源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

高职高专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应用，能够

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好的保障。希望未来有更多相关的研究内容和

课题出现，真正为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育人作用，助力综合型人

才培养质量提升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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