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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实现高职高专“思劳创”三位一体教育
路径研究

周　莹　徐　野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黑龙江 牡丹江 157000）

摘要：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奋斗历程中所形

成的文化资源，其中包括文字类文化资源、影音图类文化资源、

建筑设施文化资源、遗址踪迹类文化资源、历史文物文化资源等，

这些资源孕育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百年历程，孕育着艰苦奋斗、浴血奋战、舍生取义、执着追求的

精神品质，具有引领价值，提升情感、增强意识、塑造品格、带

动行为、创新创业等教育功能，充分整合内容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将其运用到高职高专的教育过程中，是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教育

和创新教育的有效实施载体。

关键词：红色文化资源整合；高职高专；“思劳创”三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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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个场合提到“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高职高专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要坚守为党育人的使命，巩固马克思主义信仰、弘扬社会主义主

旋律、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多渠道塑造社会

主义时代新人。

“思、劳、创”教育，指的是政治思想教育，劳动教育，创

新教育。“三位一体”教育，即在教育过程中，为适应时代的发

展变化，完成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

宗旨，把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教育、创新教育三种教育融合为一，

以时代新人的要求贯穿于学生教育的始终。

红色图书、红色故事、红色歌曲、红色基地等红色文化资源

涵盖面广，蕴含着价值导向、行为导向、情感激励等育人功能，

是开展“思劳创”三位一体教育的特有资源和重要素材，与高职

高专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教育、创新教育密不可分，是开展“思

劳创”三位一体教育的特有资源和重要素材。

一、红色文化资源与“思劳创”三位一体教育对接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就是要培养适合时代发展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中国

青年的奋斗目标和前行方向。归结到一点，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时代新人就

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时代新人就是能够从事劳动生产的人，

时代新人就是适应时代发展不断创新的人。”

要想达到“思劳创”三位一体的教育功能要明确红色文化资

源与这三者间的内在联系，把零散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分类整合，

有针对性、指向性对学生进行价值导向、情感激励、人生目标、

行为指引、创新创业的教育，有效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的产物，红色文化资源中蕴

藏着爱国情操、道德教化、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等丰富的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这些文化资源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具有思

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作用。

其次，红色文化资源与劳动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共产党人

在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自力更生、开拓进取、艰苦奋斗”

就是与劳动教育相结合的有效载体，红色文化资源与大学生劳动

教育相融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时代要求，是塑造大学

生健全人格的精神导向，也是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的有效途径。

再次，红色文化资源中不乏在艰苦时期创新发展的例证，可

以滋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把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

促进红色基因传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有利于更好地履行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

二、“思劳创”三位一体教育依托红色文化资源的意义

红色资源文化与高校的价值目标高度契合，是高校培育时代

新人的优质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党中央高度重视红色基因

的传承和时代新人的培育，要求在德智体美劳全面育人的高校里，

融入红色文化资源，培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

（一）提供精神养分和思想武器

红色基因中蕴含的“实事求是”的基本教育原则，可以成为

学生思政教育的教学资源，使红色基因真正渗透到思政教育工作

中，影响着学生的健康思想与规范行为。学习与传承先辈的革命

精神与坚持不懈的理念，突出红色基因的精神内涵能影响着新时

代青年不断进取，为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劳动素养、创新创

业能力提供精神养分和思想武器。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通过自己的行动，发扬与新时代

发展理念相一致的红色文化，在彰显红色基因导向作用的同时，

也能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在思政教育中融入红色基因、增强学生

的自主意识和担当意识的必要性。

（二）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高职高专学生既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又要有高尚的道德情

操；既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又要有传承教育的决心。将红色文

化资源贯穿于教育的始终，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大学生的思想

政治教育、劳动教育以及创新教育，能够凸显其价值导向，丰富



28 Vol. 6 No. 05 2023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教育研究

大学生的思想内涵，传承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精神文化，创新大学

生的教育模式。以学生为主体，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

可以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

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提升学生对伟大事业的认同感和自信心，更

有利于激发学生自身爱国、无私等优良品格的进一步彰显。 

（三）达到综合育人实效

面对学生就业及创业发展的人才竞争形势，必须提升学生的

思想政治素养，提高劳动能力，强化学生们的综合能力与职这样

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红色文化中蕴含着艰苦奋斗、勤劳朴

素、守正创新的精神内涵，将红色文化资源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劳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相融合，创新教育途径，发挥“三位一体”

的教育功能，能在教育过程中不断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素养，达到

综合育人的功效。

三、“思劳创”三位一体教育路径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实现

红色文化资源范围广泛，内容众多，运用到教育过程中应该

是关注到其教育功能，有的放矢才能起到沁人心脾的作用。

（一）优化红色资源，提升教育内涵

红色文化资源范围广泛，可以分为精神类，遗迹、遗址类，文献、

书籍类等等，优化众多的红色文化资源，提升教育内涵，挖掘出

红色文化资源中对学生思想政治、劳动、创新创业有教育意义和

作用的资源，运用到日常的教育中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三

位一体”教育功能。

（二）注重课堂引领，发挥教育作用

把课堂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利用好课堂主渠道，

发挥好课堂教育的作用，发挥好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功能。课前

布置预习任务，让学生了解红色文化资源，课上通过与同学间的

相互交流与资源分享，深层次地掌握红色基因文化内涵，同时强

化学生合作意识与能力，拓展红色文化资源，与思政教育、劳动

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产生教育影响力。

此外，通过实践教育手段对体系内容完善，有效提升课堂教

学质量与效率，达到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实现“思劳创”三位一体

教育的目的。

（三）丰富教育内容，拓宽教育形式

在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的基础之上还要关注课下，通过红色

基地观摩、红色故事讲解、红色歌曲传唱、第二课堂等红色主题

活动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对于一些教育功能较强而又

学生无法亲自观摩的红色基地可以采取线上线下连动式观摩，同

时利用好网络宣传渠道，开展“红色课堂”主题内容。

1. 第二课堂，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通过讲好红色故事、

唱响红色歌曲、观看红色影片、重走红色路线、录制红色视频等

第二课堂让学生了解红色文化，实现“思劳创”三位一体教育功能。

2. 创新实践活动，依托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功能，开展校内

外的实践活动，例如志愿服务、校内外劳动、创新创业大赛等。

在实践中感知红色文化，提升学生对伟大事业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更有利于激发学生自身爱国、奉献等优良品格的进一步彰显。对

于一些教育意义强的红色文化基地，学生又不能实地参观，可以

采取线上实景观摩的形式。通过线上线下连动式观摩或通过 3d 全

景地图、红色云展厅等，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通过文字、图片、

故事等内容开展教育。

3. 用好网络宣传渠道，借助网络宣传平台，围绕不同历史时

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日节点开展网络宣传教育，建设红色资源

宣传平台，通过红色故事、红色书信、红色实践活动等形式激励

学生铭记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

（四）借助实践基地，拓展教育渠道

通过观摩红色基地，可以让学生了解红色历史，感受红色基

地无私奉献的爱国精神、艰苦奋斗的劳动精神、勇于开拓的创新

精神，红色基地是良好的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可以发挥区域性红

色基地产生的教育功能。

如北大荒纪念馆的开发建设，就是一段红色的历史，是当年

王震将军带领复转官兵开辟北大荒的历史沿革。通过实地参观或

线上观摩，可以讲述王震将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并在抗战结束后

带领复转官兵开垦北大荒，王震将军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

大局、无私奉献、一心为国的精神正是对学生“思劳创”三位一

体教育的最好素材。

四、结语

红色资源文化中蕴含的爱国情操、责任意识、奉献精神、价

值观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依托；红色资源文化中的艰苦朴素、

奋发图强是劳动精神的展现；红色文化中的文化职业素养能指导

学生职业规划，凸显创新创业意识。整合红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的“思

劳创”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品质，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主阵地的

作用，开展红色主题实践活动，发挥第二课堂、网络平台等优势

在教育和实践过程中，将红色文化资源有效转化为高职高专“思

劳创”三位一体教育的牵引力、推动力和向心力，以红色文化涵

养高职高专学生的文化自信，厚植爱国情怀，实现红色文化资源

在“思劳创”三位一体中的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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