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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基因”作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
治理论课中当然的应有之义，在润物无声中把“红色基因”植入
大学生“思想骨髓”，对于培养造就一代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1、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意义

红色基因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承因子，在长期的发展
过程中，已经根植于中国人的内心，并对中国人的情感认同和行
为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为高校的思政教育提供了重
要的教育资源，将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中，是高校学
生教育管理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帮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
正确的三观，成长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1.1 高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必然要求。
红色基因作为一种革命文化传统和优秀的精神品质，应该

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和头脑中。高校把红色基因作为大学生思
政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贯穿于大学生培养的各个
层面和各个环节，实现全过程、全方位、全员育人体系，教育、
引导、激励每一名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和理想信念、积
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1.2 高校实现立德树人目标的重要途径。
要充分利用红色基因的特点和优势，依托红色基因创建新

的育人模式，积极推动红色基因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进活动、
进头脑，形成优质育人平台。把红色基因广泛融入到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校园文化建设、学生日常管
理等方面，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思想政治育人格局，
从而增强大学生思政教育成效，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1.3 高校培育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
把红色基因有效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一方面，

有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红色基因承载了
我们党和军队始终坚定不移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是大学生理
想信念教育的宝贵财富和生动教材，能帮助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
想和科学的信念；另一方面，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红色基因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见证了中国革命
和建设的光荣历史，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因子，将其融入
到高校思政教育中，能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2、云南省的红色基因和红色资源概述

云南省虽位于祖国的西南边陲，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
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云南近现代历史上爆发了云南辛亥革命、
护国首义等运动，云南具有了革命的基础；红军长征两次经过
云南，沿途留下了诸多长征纪念地；抗日战争中，云南由祖国
的大后方变成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的

胜利，全省多地留有著名的抗战遗迹。新中国建立前夕，爆发
了著名的一二·一运动等爱国民主运动，使云南拥有爱国民主的
传统。由此可见，漫漫岁月中，云南积淀了丰厚的红色基因，
形成了独有特色的红色资源和红色文化。云南红色资源类型齐
全、内涵丰富，全面梳理云南省现有的各种红色资源、红色文化、
红色教育基地等，为云南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素
材和实践基地。

2.1 20 世纪初云南的革命历史遗迹
20世纪初，云南爆发了辛亥革命、护国首义等运动，留下

了诸多历史遗迹。云南人敢为天下先，取得了护国首义取得胜
利，阻止了中国历史的一次大倒退，昆明建有护国纪念标、护
国门、护国路和护国桥等纪念遗迹。被称为“帅星闪耀，名将
辈出”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对云南以及全国的民主革命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云南在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例如第一个
水电站、第一个邮政局等，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源。

2.2 红军长征时的历史遗迹
1934年 10月至 1936年 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震惊

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中，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经
过云南。红军长征过云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留下的重要纪
念遗址主要有六个点：威信扎西会议会址、会泽水城红军扩军
纪念园、寻甸柯渡红军长征纪念馆、禄劝金沙江皎平渡、玉龙
石鼓红军渡口、元谋龙街红军横渡金沙江渡口。

2.3 抗日战争中的历史遗迹
抗战爆发后，云南从抗战的大后方一跃为抗战的前沿阵地，

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且云南在全国最早将日寇驱逐出国土，
推动全国取得了抗战的全面胜利。抗战时期云南有着众多的历
史遗迹，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和资源。主要包括抗
战胜利纪念堂、国殇墓园、松山战役遗址等，皆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滇缅抗战博物馆、飞虎纪念馆等遗址。

2.4 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遗迹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云南昆明走在了

自由民主的前列，勇敢地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青年学生掀起
了“反内战、争民主”爱国民主运动，并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声援，
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留下的主要历史遗迹有：
昆明“一二 •一”四烈士墓和“一二 •一”纪念馆、国立西南
联大旧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云南省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3.1 红色资源建设层面
云南省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红色资源虽然全省都有分布，

但是总的来说，数量相对还较少，景区规模小，缺乏整合，使
其很难形成规模效应。另外，对这些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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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基因是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资源，将其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中，能有效提升思政教育的成效。云南省拥有丰富的红

色基因，但没有很好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中。本文旨在挖掘和利用云南省的这些红色资源，积极创建能落地、见成效

的思政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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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还不够，一些纪念馆或实践基地，只是用简单的文字、图片、
雕塑和橱窗式的文物陈列，而对革命先辈们留下的大量精神财富，
没有很好的挖掘和领悟。而且，大部分学校多数只有参观游览、
学习吊唁一种活动方式，没有真正地深入到红色资源的精神层
面内涵。且一些红色旅游景区没有配备导游讲解，或者是讲解
员的水平有限，很多景区不能很好地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历
史还原，也没有邀请游客进行参与体验活动，缺乏具有自身特
色的旅游产品。这样的话，导致参观考察人员学习不深、领悟
不透，影响了对红色基因的传承和红色文化的弘扬。

3.2 高校思政教育层面
从教育的形式上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第一课堂的主

渠道中，基本上放在思政课或形势与政策课中，其他的课程设
置上不多，且各个高校的情况不均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出
现在主题班会、主题党日活动、主题团日活动等第二课堂中，
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从教育的内容上看，思政教
育中关于红色基因的内容涵盖不多，这对教师的政治意识、思
想觉悟、专业水平、对政策的把握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部
分教师觉得讲起来有一定难度；从教育的成效来看，学生完全
掌握和真正理解红色基因的丰富内涵还停留在简单层面，难以
真正深入理解和融会贯通，所以教育的成效有限。

4、云南省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
江山永远不变色。可见，红色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引导作
用。高校思政教育中，利用红色基因进行思政教育的力度不够、
方式不灵活、成效不明显，因此将云南省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
思政教育尤为重要。

4.1 融入思政教育理论课中
思政课堂教育是高校思政教育的主战场，也是传承红色基

因的主渠道、主阵地。加强学校的思政课教学，才能有效提升
思政课的教育成效。利用云南省各地区拥有的红色资源、红色
文化、红色教育基地等，将这些红色基因融入到思政教育课堂
中，编撰红色教材、开设专题课程，提高授课教师的专业素质，
提升高校思政教育成效，培育和构建能落地、见成效的大学生
思政教育模式。

4.2 融入第二课堂活动中
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的组织和开展，可以积极拓展第一课程

的知识和文化，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提升学习技能和教育成效。

将云南省的红色基因融入到第二课堂中，能有效解决思政教育中，
学生对“说教”方式的不接纳性，提升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通过举办红色文化知识竞赛、红歌比赛、红色经典诵读、
红色文化沙龙等形式，将红色文化充分融入到第二课堂中，举
办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达到“润物无声”教育的目的。

4.3 融入党组织生活中
学生党组织活动，是最直接、最正面进行红色文化宣传和

教育的途径。学生党员比起普通学生来说，具有较强的党性修
养和较高的政治觉悟，对其进行红色文化的宣讲和教育，学生
的接纳程度和教育的成效更加突出。把红色基因融入到党组织
生活中，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形式，结合
现场实践活动的开展，例如：到红色场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等进行参观学习和教育，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熏陶，有效提升
思政教育的成效。

4.4 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
校园文化对学生的成长和教育起着重要的熏陶和感染作用，

打造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对于践行各校的校训、培养各校的校
风有着积极作用。深入挖掘云南省的红色基因和各校的历史传统，
将其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和先进文化融入到校风、学风和人文环
境建设中，例如道路、楼宇、长廊等景观的规划和设计，创造
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从而对大学生进行耳濡目染的思想影响
和文化熏陶，潜移默化地提升思政教育的成效。
    
5、结语

云南省拥有众多的红色基因，充分发挥云南省独有的红色
资源、红色文化、红色教育基地等优势，将其很好地融入到云
南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把红色基因作为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并积极贯穿于大学
生培养的各个阶段和层面，实现全过程、全方位、全员育人体系，
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基本目标，帮助大学生坚定政治立场和理
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三观和信仰，激发大学生爱国热情，提升
大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建设充满正能量
的大学校园，营造积极进步、和谐进取的良好校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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