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3】11  3 卷 11 期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教育发展研究  • 17 •

【摘    要】

【关键词】
DOI: 88888888888888888888888

红色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价值分析
汤春梅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广东广州  511340）

社会转型发展时期，文化在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红色精神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涵

盖了丰富的民族精神。在当代大学生思政教育中融入红色精神，加强学生感受红色文化，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提

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等方面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主要结合当前发展阶段大学生思政教育中融入红色精神的价值，并探讨了

实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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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在长期的艰苦战争和奋斗中，深入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发展情况产生的精神文
化，是在不断实践中完善的先进文化，在很长一段时期的发展
中，对我国政治建设、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等方面有重要的促
进意义，红色精神的传承和发展也是新时期思想文化建设的重
要内容。红色精神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层面主要
是承载革命精神的载体，如红色旅游景区、博物馆、红色影视
作品等；精神形态则是与传统文化融合发展中形成的思想意识，
包括延安精神、长征精神等，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宝贵财富。
当前世界发展形势纷繁复杂，大学生思政教育面临新的挑战，
红色精神的融入，为当代学生思政教育带来了新的思路，对其
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1、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红色精神体现的价值分析

红色精神和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也是我国长
期发展的精神动力，传承发扬红色精神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
需要，红色精神具有政治育人的功能，其中的爱国主义等思想
理念，在传播先进思想理念的同时，起着良好的教育作用。[1]

当前红色产业是现代化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增长方式，红色精神
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具有重要的
价值。分析红色精神对学生思政教育的影响，从而不断丰富教
育内同，也为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更
有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

1.1  有助于满足高校学生精神需求
需求是联系人、社会及自然发展的纽带，新的经济发展时

期，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
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对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和需求也更加多
样，分析当前社会发展实际，不理智消费、奢靡生活习惯、享
乐主义等滋长，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和学习，同时，一些不尊重
历史文化的低俗文化也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人们关注的重点
越来越娱乐化，加上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社会主流价
值观受到影响出现偏差，原有的红色和传统文化思想发展受到
影响，当代大学生跟随潮流的发展，接触网络社会的机会较多，
思想意识容易受到多种文化思想的影响，对红色革命精神的了
解甚少。而红色精神是我国革命英雄在多年的战争和艰苦奋斗
中创建的先进文化理念，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方面有重
要的价值，在学习中学生可以了解前人艰苦奋斗、敢于和艰苦
条件作斗争、顽强拼搏、勤俭节约等优良品质，更好地满足现
代学生的精神发展需求，深层次了解红色精神的意义，从而对
生命充满热爱，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对待生活和学习，是学生的
重要精神食粮 [2]。

1.2  为大学生思政教育指明了方向
在红色精神文化的指引下，我国发展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

难题，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引导中国人民逐渐走向
富强民主的道路，但是多年发展中，学生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受
到来自多方面的影响，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自私主义等出现，

一些大学生甚至失去了学习和生活的方向，失去了奋斗的动力，
红色精神中，包含了很多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思想，能为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提供指引，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正确处理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关系，在为现代化建设中献计
献策，并实现自我发展价值。因此，红色精神能为现代思政教
育指明正确的发展方向。

1.3  为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红色精神的融入，主要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确

保学生在接受知识技能的同时，也能促进个人健康全面发展 [3]。
红色精神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其中蕴含了较多的民族精神
等高尚精神情操，也是我党在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中的重
要思想方针，能极大地丰富思政教学的内容，学生在思想政治
学习中，能了解更多民族精神，养成吃苦耐劳、积极向上的态度，
端正思想，促进自身健康发展。

1.4  有助于提升思政教育的有效性
现阶段高校教育中，比较重视思政课程教学，很多采取的

是大班授课的模式，教师讲解学生学习，但学生人数较多，缺
乏互动性，且内容多是以理论知识为主，影响到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结合红色革命精神，组织学生参观具有红色精神的物质
载体，诸如参观红色革命主题相关影片，参观学习红色革命根
据地等，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从感官上产生共鸣，一定
程度上提升思政教育的效果。

1.5  有助于促进思政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革新
红色精神教育中，红色资源丰富多样，极大地丰富了思

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实际教学中融入红色精神，需要对这
些资源加以挖掘和开发，增强教育的时代感和针对性，从而
倒逼思政教师在思想教育时效性、主动性等方面花费功夫，不
断创新改进新的教学方法，在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不断创新
和改进 [4]。

1.6  能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感
红色精神中蕴含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内容，是现代文化和思

政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开展红色精神教育，
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挖掘红色文化，从而加深学生对红色文
化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感，更好地抵制西方文化
渗透，提升学生思想素养的同时，也能唤起大学生的政治觉悟，
进而消除学生的文化认同危机。

2、红色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讨

2.1  结合时代特点，以红色精神筑牢立德树人理念
将红色精神融入到高校思政教育中是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

和时代任务。红色精神来源于实践，反映出的是特定时期我党
和人民的精神风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完善，具有鲜明的
文化特征和价值，具有历史文化感和时代特征的双重特点，在
思政教育中，要将红色精神教育融入到立德树人的全过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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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借助大学生校园文学艺术等形式助推红色精神教育，
引导学生了解红色文学作品内容，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
陶，实现知识学习、技能培训、文化和价值观培育一体化的育
人方案，将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等，内化为学生的品质，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红色革命包含了先进的理想信念，要在学
生的学习和日常生活中，引导学生感受并形成良好的品德和精
神，通过高校社团文化、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育人模式中，
不断推进思政创新，弘扬红色传统文化，打造校园文化氛围，
进而丰富文化育人功能。

2.2  提升教师红色精神传播的责任意识
高校学生学习生活中，远离生活家庭，因此，教师必须肩

负起教育的重责，尤其是高校辅导员和思政教师，要加强与学
生的沟通交流，教师首先自身要加强对红色精神内涵的学习和
了解，做好红色精神的主要传播人，在高校思政理论教学中，
加强对红色精神的探索，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并在日常生活和
学习中，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关注学生的精神和情感状态，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和工作观念，做好教学管理工作的同
时，也要认识到自身引路人的角色 [6]。

2.3  了解大学生规律，加强思政教育
当前学生生长在和平年代，对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了解并

不深入，高校在红色精神教育内容的选择上，要结合时代发展
特点，了解学生成长规律，突出时代性，提升红色文化和精神
的说服力，确保教育内容更具针对性和指导性。将红色精神与
历史、政治、文化等结合。当前信息高速发展，学生获取知识
和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红色革命作为正确的、积极向上
的思想，很多学生是很乐意接受的 [7]。在思政教育工作中，需
要将我国革命发展历史、爱国主义人物进行讲解，引导学生回

顾历史，牢记重大历史事件，加深学生的印象，更好地传承文化。
同时要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教育活动，了解学生喜欢的学习方式，
通过影视作品观看、红色歌曲鉴赏、实景观看、活动拓展等多
种形式，加深学生对历史的了解，深刻体会老一辈革命家艰苦
奋斗的处境，增强思想共鸣，进而加深学生对红色精神的理解，
提升红色文化的感染力。

2.4  充分发挥互联网红色精神传递作用
互联网是当代学生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中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建立“红薪
网”，开通微信和网站等红色文化建设平台，不断扩充红色文
化的内容，提升学生的浏览体验，将红色教育成果逐渐转化和
大学生生活实际贴近的新媒体内容，增强网站的传播性和感染
力。红色网站建设要有针对性，了解学生个性特点和需求，满
足学生在学习红色文化的同时，体验优秀文化的魅力，引导思
维向更高层次发展。

3、结语

综上所述，红色精神是我党和人民在多年发展建设中，逐
渐形成的优秀思想和精神，对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高校思政教育是引导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的重要举措，在思政
教育中，深入挖掘红色精神对学生的作用，重视将思政教育与
红色精神传播结合，能更好地发挥红色精神文化的育人作用。
因此在实践中要结合当前思政教育实际，认识到红色精神的价
值，多方面采取措施，加深学生对红色精神的理解和认识，提
升思政教学效果，推动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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