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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教育融入高职思政课教育的路径研究
劳宏悝

（百色职业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

摘要：高职思政课与红色文化教育相融相通，是红色文化教

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在高职思政课教学中融入红色文化教育，

要在理论课堂教学中讲好红色故事，在实践体验中学红色文化悟

真理，实现红色文化教育与思政课教学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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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在广大高职学生群体

中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正当其时，非常有必要。高校思政课是高

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思政课

教师应当积极变革、主动作为，将红色元素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

这也是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应有之义。

一、利用课堂主渠道，讲好红色故事

在全国深入开展红色文化教育的大背景下，高校思政课教师

也要因势而行，主动担当起对高职学生进行红色文化教育的任务，

使思政课成为高职学生红色文化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在思政

课中融入红色元素，找准内容切入点，讲好红色故事，创新思政

课教学方式，推动红色文化教育与思政课教育的深度融合。

（一）找准教材内容切入点，讲好红色故事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重大的革命事件、重

要的革命会议、重要的战斗人物、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都是

思政课堂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要找准红色故事与教材内容的结

合点，自然融入而不是生硬说教，在历史故事的叙事中，以情感人，

既普及了红色文化，又提高了高职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以《思

想道德与法治》为例，在第一章“领悟人生真谛 把握人生方向”

教学中，可以讲述中共一大 13 个代表由于不同人生目的，走上不

同的人生道路的故事，让学生理解人生目的在人生实践中的重要

性。在第二章“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的教学中，可以讲

述红军长征路上的典型故事，让学生领会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是克服前进道路上艰难险阻取得成功的保

证。在第三章“继承优良传统 弘扬中国精神”的教学中，可以讲

述红船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百色起义精神等。在第四

章“明确价值要求 践行价值准则”的教学中，可以讲述张思德的

故事以及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的故事，

让学生深刻理解把握党和人民的斗争史和奋斗史。

（二）用好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事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探索历程中所形成的极其宝

贵的文化成果，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初心使命和精

神品质，是一部荡气回肠的革命史诗。全国各地都有丰富的地方

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要在讲好全国性的红色文化故事

的同时，深入挖掘各地红色资源，讲好当地的红色故事，使红色

文化教育和思政教育具有乡土气息，更接地气、更具亲和力和说

服力，提升教育效果。事实证明，利用那些来自学生自己家乡的

红色文化故事，更具吸引力和感召力，更加能够引发学生对红色

故事的情感共鸣，促使学生通过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更加坚定

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引导学生以正确的历史观了解红色革

命文化，并且能够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增强政治认同感，树

立文化自信。

（三）开设系列选修课专题，讲好红色故事

目前高职院校没有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门思政课程，

也没有开设专门的红色文化教育课程，对于高职学生来讲，存在

红色文化相关知识的空缺，许多高职学生对红色文化相关知识不

甚了解，只是通过《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影视剧，或者是

入党积极分子参加的党校学习中获取碎片化的知识。因此，可以

通过开设相关思政选修课，完善思政课程体系，来弥补高职学生

红色文化相关知识学习的空缺。比如，开设《中国革命史》《百

色（地方）红色文化》等系列公共选修课，以专题形式讲红色文

化知识，让学生系统学习红色文化相关知识，理清党和国家事业

的历史脉络，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斗的艰辛，从

而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认同感、使命感。

（四）创新思政课教学方法，讲好红色故事

在课堂教学中讲好红色故事，需要创新教学方法才能打动学

生，将红色故事以案例、讨论、音像资料等多种形式呈现到课堂

教学中，通过小组合作探究、课堂分享、课堂对话，让学生主动

参与课堂学习，增加课堂教学的活跃气氛和感染力。当然，讲好

故事还要运用科学的方法。

首先，要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讲故事。学习历史的意义在

于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将红色文化教育融入思政课，要关照现实，

向历史寻经验，鉴往知今，将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与新时代的

建设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成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

要将红色故事中蕴含的智慧和精神力量传达给学生，揭示历史背

后的道理，向史而新，引导高职学生从红色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

树立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增强历史使命感，树立责任担当意识，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而不断奋斗。

其次，要在历史叙事与问题导向结合中讲故事。将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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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融入思政课，并不仅仅是简单地讲述红色故事，而是要将问

题意识始终贯穿其中，要直面学生心中的困惑，史论结合、论从

史出，用真实的史料叙说背后的理论逻辑，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发挥思政课铸魂育人的作用。

再次，要在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结合中讲故事。红色文化教

育不能仅靠教师的一言堂、满堂灌，要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能动性，

从教材内容与红色文化教育的结合点中设计议题，在教师指导下，

开展小组合作探究，并以 PPT、小品、微电影等形式汇报探究成果，

全体同学就此议题与小组成员进行对话、争锋，在活跃的课堂气

氛中达成共识，收获知识，增强学生的获得感。

二、丰富实践体验，引导学生领悟真理

实践教学是高职思政课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丰

富的红色文化知识可以在实践中得到更好的学习。思政课教师要

联合学工部、团委、宣传部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构建多层次、

全覆盖、立体式的红色资源育人空间，深化高职学生对红色文化

知识的认知，增强红色基因的传承。

（一）线下线上沉浸式体验学习

充分开发当地的红色资源，利用信息技术拓展红色文化教育

的深度和广度，实现线下育人资源和线上育人平台的深度融合，

打造行走思政课、情景思政课、实景思政课等红色文化教育特色

品牌。

一方面，充分挖掘、利用线下红色资源，开展现场教学。

深入挖掘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组织学生到当地的红色遗址、

革命历史纪念馆等进行实地参观，解读历史现场的红色故事，

让学生在客观、真实的史迹文物面前去亲自感知和体验，代入

感更强，所获得的学习体验也更加真切。一些地区本身就有着

非常丰富的红色文化遗址，对于开红色文化教育实践有着得天

独厚的条件，在红色文化教育中可以充分将这些资源利用起来，

如组织学生参观当地革命历史博物馆、会议遗址、红色革命教

育基地等。

另一方面，利用线上育人平台进行虚拟仿真教学。充分利用

新媒体和互联网技术，将革命遗迹和文物进行数字化展示，创设

云参观，并运用 VR、AR 等先进技术，打破时空限制，综合运用

情景模拟化展示、交互投影等先进手段，重现历史场景、历史人物，

如体验飞夺泸定桥、与历伟人进行 VR 互动、与革命先烈跨越时

空对话等，这种运用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式体验学习，寓教于乐，

让学生穿越时空，身临其境，在虚拟世界中感受战争的洗礼，与

革命先辈促膝长谈，在历史情境中体悟真理，深刻认识党的艰辛

奋斗历程，感悟红色精神，增强红色文化教育的生动性、吸引力

和感染力，使红色文化入耳、入脑、入心。

（二）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中学习

校园文化活动是高职学生的第二课堂，是高职学生进行思想

教育的重要载体。将红色文化教育与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结

合起来，在活动中学习红色文化知识。一要依托校园网站、校园

广播、校内宣传栏、展板、学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每周推荐一

部红色题材的电影或相关的视频片段，推荐红色经典阅读书目，

开设“天天学红色”专栏等，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红色文化学习

氛围，向学生广泛普及红色文化知识。二要结合重要纪念日开展

主题党团日活动，或以赛促学，如开展红色故事我来讲、红色歌

曲我来唱、红色微视频我来做等活动，让学生在思想和情感的激

荡中受到洗礼。三要依托学校思政讲坛，邀请红色文化研究领域

的专家、学者来校为学生做专题讲座等，让高职学生开阔眼界、

增长知识、启发思考。四是要依托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读书社，

组织学生进行红色文化研究、专题调研以及主题宣讲等活动。学

生组成调研实践队，调查当地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情况，

并进一步整理本地区的红色资源，写出调查报告，然后在班级、

系部进行主题宣讲，使学生在主动探究过程中获取知识，以点带面，

增进学生对红色文化知识的理解，从中受到教育。五是要结合专

业特长，引导学生开展红色话剧创作展演、红色主题绘画书法创

作展、红色故事讲解员、红色主题舞蹈创编、红色主题剪纸作品

展等等，促使高职学生在创作过程中获得真实的情感体验，厚植

爱国情怀。

三、结语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了解红色文化，是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红色文化教育融入高职思政课教育，打造有政治高度、理论深度、

历史厚度、情感温度的思政课，使新时代思政课成为以史鉴今、

以史育人的主阵地，是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每位思政课教师义不容

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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