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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红色革命文化，创新高职思政教学
张伟鹏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89）

摘要：思政课长期以来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

将红色革命文化恰当引入思政教学全过程，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宝

贵资源丰富教学内容，从而优化教学质量。伴随社会发展的脚步，

“00后”高职院校学生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群体特征，新时代，

依托红色革命文化，创新思政教育模式，就要求教师在充分发挥

自己的引导功能的同时，实时掌握学生对于思政课堂的全新需求，

这是提升思政课堂效率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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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是革命前辈留下来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民族的宝贵

精神财富。充分开发利用其中蕴含的政治、历史、旅游、革命精

神等资源，能够增强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情感。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更要弘扬和培育这种民族精神。将红

色革命文化全面融入到高职思政教学全过程，能够坚定高职学生

正确的理想信念，促进其更好的发展，成长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

接班人。

一、红色革命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学的必要性

（一）满足高职学生的内在需求

培养合格的高职院校学生群体，不仅要使其牢固掌握专业知

识，提高自身实践应用能力；同时要加强对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导，

帮助其塑造健全的人格，促使学生形成精神抖擞、积极健康的生

活和学习状态。然而，相对于本科院校学生而言，高职院校部分

学生缺乏一定的是非判断能力。

随着社会的大发展大变革，新时代的大学生讯息来源愈加宽

泛。互联网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但青

年一代的大学生，特别是高职院校的部分学生容易在虚拟的世界

中随波逐流，成为思想防线的薄弱环节。

要彻底扭转这种态势，培育时代新青年，就要求我们守好

思政课堂主阵地，将红色革命文化基因融入思政教学全过程，

使学生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而认同我们的革

命文化。

（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我们正在经历着的信息产业技术革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

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西方巧加包装的“普世价值”

席卷全球，严重影响了高职学生的健康成长发展。

有的人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却依旧

不以为然。当代大学生，特别是高职院校部分学生，很大程度上

在课堂中没有完全理解和把握授课内容，进而没有坚定守住自身

意识形态领域的底线，这非常不利于学生成长成才。

针对以上情况，在思政教学中融入红色革命文化内容，能够

从中培养学生运用唯物史观的能力，从而明辨是非。 

二、高职思政课堂现状

（一）红色文化教育缺失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绝大

部分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只在乎“小确幸”而忽略了“大梦想”，

由此缺乏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很难在学习相关知识时提起兴趣。

再者，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学习仅靠课堂单一的、填鸭式的“教

授”模式，极大地局限了学生思维。

（二）重理论轻实践

大多数学校的教学方式传统，重理论轻实践。教师在课堂上

讲解的时间多于实践时间，教师仅参照教材框架讲解，使学生处

于被动学习状态，无法展现学生教育主体位置，更无法谈及深入

理解红色文化蕴含的内涵和价值。

在高职院校思政课堂中，教师通常采用口头教学的方式，课

堂气氛压抑沉闷，教师主要为学生讲解理论知识，缺少鲜活事例，

导致学生提不起倾听的兴趣。

实际上，实践和理论讲解须齐头并进，教师要多提供学生实

践机会，彰显课堂主体性，通过参加实践活动，提高学生学习自

主能力。

（三）实践教育模式单一

高职院校思政教育限制因素相对较多，致使红色文化教育实

践活动推行难度较大。以西航职院为例，学校一直通过共青团、

红帆学社等组织和学生社团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类红色主题教育

活动，比如参观西迁博物馆，领悟奉献青春为国家的“西迁精神”；

走进“红色照金”，感受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深入

延安腹地，体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但受学生覆盖

面小、参观学习时间紧等因素影响，整个学习可谓“有过程，无

内容”。

三、依托红色革命文化，创新高职思政教学

（一）创新教学模式，营造红色氛围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一步。要始终坚持党

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高职思政的教育，用新时

代先进的教学理念培育出优秀的学生。

大数据时代，绝大部分学生“吃饱了”快餐文化的食粮，无

法静心学习红色历史。并且高职院校的大部分学生学习基础薄弱，

缺乏良好的自控能力，思政课堂相对“无趣”的教学内容使这部

分学生愈发缺乏对于政治的学习兴趣。由此，课堂中容易出现教

师“独角戏”的现象。

为了提高思政课堂教学质量，引领学生认同革命文化成果，

使革命精神植入内心，教师需要探索创新思政课程教学模式，将

红色革命文化穿插理论讲堂。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利用“听、看、讲、体验”的

四位一体教育模式，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广泛开展习近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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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

革命传统等教育，切实使学生群体学习教育有收获，思想政治受

洗礼。

（二）拓展教学载体，加强学生体验

开辟思政教学第二课堂，鼓励学生参加诸如：时事述评、微

视频拍摄等第二课堂活动，并将其作为考核标准，纳入学生总评

成绩，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除学生社团组织的“红

色主题教育活动”外，思政课教师也要积极开展教学实践活动。

以西航职院为例，学校西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背

靠红色文化传圣地——延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我校思政教

学拓展延伸的主渠道。

在体验之后，教师同时要跟紧时代发展，使用现代信息技术

开拓教学载体。我校可充分依托人工智能学院相关专业，将“红

色革命文化和传媒技术”相结合，转变传统教学模式，比如利用“思

政 +MG 动画”，以动态形式讲解思想政治课堂内容。

全新的教学模式既能吸引学生眼球，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还

能大力提升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力。

把原本严肃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现代科技充分结合，产出适用

于新时代的教学载体，这会是教学的伟大改革，能够推动高职思

政教学的发展，用寓教于乐的教学手段达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

让学生在严肃活泼的氛围中深化对革命文化的认同。

（三）丰富教学内容，加强课堂趣味性

高校思政课在理论层面的要求极高，所以抛开历史谈理论，

理论就会被“束之高阁”，难以理解。高职院校思政课堂普遍无

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原因就在于此。

为了切实提升高职思政课质量，有必要加大课堂趣味性探索

研究，从而吸引学生注意力，真正达到育人目的。教师可以按照

授课进度计划，有组织有计划的在指导学生学习相关理论知识的

同时，挑选适合他们阅读的红色英雄事迹故事，引导学生“从故

事中来，到理论中去”，从而实现由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质的

飞跃。当然，故事内容要严格筛选，务必确保其真实性、权威性

和典型性。

只有有目的性让学生阅读，才能扎根我国独特的历史、独特

的文化、独特的国情，有效把握课堂导向性，在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原则上，让思政课堂充满趣味性。

另外，为了让红色革命文化能够发挥最大的育人功能，要注

重引领学生加强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的学习，从而加强学生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

治国三者关系的认识，培养学生高尚的爱国情操。

高职院校还可以将艺术和红色文化有效衔接，选择典型的有

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比如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精神作为创作理念，鼓励师生共同排演无愧于时代的文艺

节目，把人民作为艺术表现的主体，讲好中国故事，在参演中切

身感受斗志昂扬、充满热情、永不松懈、敢于创新、英勇奋斗、

不畏艰难险阻的红色文化的强大精神力量。

同时，还可以选取有影响力的红色题材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

进行艺术赏析，在分析艺术表现形式的同时将红色革命文化的精

神力量一并传输给学生，直达学生内心深处，触发其内心最柔软

的部分，以此来引导学生学习榜样的力量。

（四）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

高职院校思政教师要不断提升个人政治和业务素质。教师的

个人素质对学生的影响深远，教师有良好的素质才能为学生起到

榜样作用。

教师是学生的指导者和组织者，教师的个人素质和行为习惯

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发展，因此，要使红色革命文化的重要育人功

能在思政教学中得以凸显。

教师要主动学习相关文化知识，拓展自身知识面，在掌握课

本大纲内容的基础上，将红色文化资源与课本内容充分结合，使

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促使思政教学在严肃活泼的氛围中继

续前行。 

四、结语

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于教育和办学，思想流派繁多，理论观

点各异，但在教育必须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这一点上是有共

识的。”目前，高职大学生已经占据我国高等教育总人数的一半

之多，作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培养具

有“大国工匠”精神的高新技术型人才，价值观念的培养也是塑

造尖端技术人才的关键一步。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托红色革命文化，创新高职院校思政

教学模式，将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精神与技术性知识的输送和

应用型能力的培养相结合，提高高职学生对党与人民的情感认同，

进而提升高职大学生的价值支持，规范道德行为，凝聚发展意识，

助推制造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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