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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育人工作中的实施路径

伍　萌

渭南师范学院，中国·陕西　渭南　714099 

【摘　要】在过去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光辉成

就，形成了珍贵且不可忽视的红色资源。红色资源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或缺的育人载体，其丰富的育人资源、

独特的育人方式使其承载着重要的育人功能。如何更好地完成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红色资源的作用不可或缺。

因此本文将深入探究红色资源的育人功效、红色资源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充分发挥红色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中的作用，旨在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贡献微薄力量。

【关键词】红色资源；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Red Resource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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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CPC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carry out arduous struggle, created brilliant 
achievements that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and formed precious and non negligible red resources. Red resources, as an 
indispensable carrier of educ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carry important educational functions due 
to their rich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unique educational methods. The role of red resources is indispensable for better comple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delve into the educational eff ectiveness of 
red resources,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red resources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fully leverage the 
role of red resource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aim of contributing to the wor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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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色资源的教育价值

红色是中国革命最鲜亮的底色[1]，红色文化是党在不同

的历史年代创造的先进文化，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红色资源。

红色资源是我党在百年进程中的丰富积累，能够为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新的方向，带来新的思考[2]。总书记曾强

调，要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总

书记的讲话振聋发聩，掷地有声，为红色资源的应用指明了

道路，拓宽了方向，也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

求，为新时代育人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因此，高校要用心

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红色资源不仅

有其突出的传承价值、经济价值、更有其独特的育人价值。

因此，高校要发挥好驻地红色资源的教育价值，使红色资

源、红色文化进课堂，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红色血脉。

与传统思想政治教学资源相比，红色资源承载着党的百年光

辉奋斗史，闪耀着铺满荆棘的来时路，记录着无数革命先辈

的脚印，传承着一辈又一辈仁人志士的伟大理想。红色资源

包含革命遗址、革命英雄、革命精神、革命纪念馆等多种

催人奋进的元素，具有无可比拟的铸魂育人功效。根据相关

部门数据，陕西省共有76座革命纪念馆，13处依托革命文物

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等等。革命遗址作为红色资源最直观的物质载体，对

后人尤其是当代大学生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意义，能够身

临其境地使大学生体会先烈们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而不惜

献出宝贵生命的伟大奉献，使新时代青年领悟仁人志士为

了拯救人民于炮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铸成钢铁长城的伟大

牺牲；革命英雄亦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物的育人功能。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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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强调：“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

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在党的百

年奋斗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告

诫后人青年是祖国的希望，用他们的宝贵生命诠释了祖国

利益高于天的豪情壮志；革命纪念馆同样具有意义非凡的

育人功能，实地参观纪念馆能够使新时代大学生瞻仰历史

人物，触摸历史痕迹，接受革命洗礼，体悟情感熏陶。红

色资源的育人功效远不止笔者上述提及。红色资源是革命

先辈丰功伟绩的高度凝结，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恰当彰

显，是新青年引以为准绳的时代力量。因此，高校要将红

色资源与育人相结合，使大学生认识到自身肩上所担负的

历史重任，意识到要将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未来发展的时

代洪流中去，走好新一代长征路。因此，如何将红色资源

应用于新时代思想政治育人工作是育人主体不得不思考的

时代命题。笔者是渭南师范学院的一名专职辅导员，渭南

市位于陕西省东部，城市周边具有诸如渭华起义纪念馆、

蒲城县永丰革命烈士陵园、富平县习仲勋纪念馆等丰富的

红色教育资源，如何将这些丰富资源引入育人过程，并以

当代大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自

觉践行国之大者，成长为新一代合格的大国良师，一直是

包括笔者在内的育人主体需要思考的问题。

2  红色资源的育人功效

红色资源以其独有的特点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占有

一席之地，因此，高校在实施育人工程时要充分发挥红色

资源的育人作用，总体来说，红色资源的功效体现在以下

几点：

第一，有助于培养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红色资源是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一个缩影，是共产党人的传家宝

[3]。国家从开天辟地到顶天立地，由积贫积弱到繁荣昌盛，

支撑我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的是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

念。红色资源以极具感染力的革命事迹、功勋不朽的革命

先烈为主要特点，能够使大学生以相对直接的方式领悟革

命精神，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索求知欲，让学生深刻认识到

革命先辈的光辉事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4]，激励学生自觉地把个人发展目标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去，培养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

第二，有助于塑造学生坚定的意志品质。红色资源蕴含

着极具教育意义的革命精神，教育学生要爱党爱国、勤劳

奉献、团结一致[5]，使学生在接受熏陶的过程中将红色资源

蕴藏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促使学生在无形之中加

强爱国主义思想，提升道德涵养，明确祖国利益大于天，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塑造迎难而上、不怕艰难困苦的意

志品质。

第三，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想文化素养。学生在接受红

色教育的过程中，不仅提升了品德涵养，同时也增长了历

史文化知识，对我国近现代史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

助于学生了解百年来共产党人的坚韧与奉献，领悟党为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做出的不懈奋斗，从而使学生增

长了历史文化知识，加强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了学

生全面发展。

3  红色资源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

也是回答总书记提出的“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的重要方式。红色资源包含着

丰富的育人元素，因此，高校要充分利用红色资源，进一

步将“怎样培养人”落到实处。

3.1 将红色资源引入课堂

课堂是思想政治育人工作的主渠道。因此，要做好新时

代思想政治育人工作，必须利用好课堂这一主阵地。

3.1.1深度挖掘课程思政中的红色育人元素

课堂育人主体--教师，要充分挖掘课程中的育人元素。

专业课教师要将红色资源与专业内容紧密结合起来，挖掘

课程内容中的红色育人因素，如利用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辉

事迹于润物细无声处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大

学生对红色资源的政治认同，与其他课程形成协同育人效

应，构建立体式多元化育人体系。以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

学院为例，学院鼓励专业教师在课堂上充分挖掘与外语有

关的红色文化教育元素，同时开设“用外语讲好中国故

事”微信专栏。栏目选译革命先烈等人物的先进事迹，各

语种学生成立专门的翻译小组，经老师指导、学生配音，

文字和音频同时在学院微信平台发布，促使学生多说多读

多练，因此受到了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本栏目不仅有力

推动了教学和学生专业水平大幅提升，也使参与学生深刻

感受到了先烈们的光辉事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明显。

3.1.2 充分发挥思政课程的主渠道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是进行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主阵地，

育人主体要充分发挥其主渠道作用，高校必须要旗帜鲜明

办好思政课。首先，思政课教师要将红色资源讲授搬到课

堂，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可采取情景剧表

演等多种方式减弱红色资源带来的历史感与疏离感，提升

革命事迹、英雄人物的亲和感，使学生听得懂、理解透

彻，有所启迪[6]，从而有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同

时，充分利用主题党日、团日活动、党课、团课等思政课

程渠道，丰富思政育人方式，增强学生对红色资源的认同

感[7]，如邀请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来校为学生讲授红色文化、

红色资源专题党团课，用生动的语言讲述革命事迹，使学

生跟随讲解员探索红色精神，从而提升思政课的实效性[8]。

3.2 将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实践育人是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

实践是培养新时代大学生知行合一的重要途径，号召学生

将所学寓于所用。近年来，社会实践逐渐成为各高校实践

育人的主要阵地之一，如何将其在红色资源育人上发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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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之效，是笔者在本章节需要阐述的问题。

社会实践能够将学生在实践中塑造成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新时代合格接班人，持续开展社会实践有助于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呈纵深向发展，更有利于人才培养。因此，

将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无疑使思政育人工作迈向了

新的台阶，如利用社会实践带领学生调研红色文化对当地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并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意

见与建议，助力地区社会发展，形成校地协同育人模式。

以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为例，2022年暑假，该学院带

领学生前往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沿着总书记的足

迹，体悟红色精神，实地感受陕甘边革命烈士的丰功伟

绩，踏着先烈的足迹攀爬薛家寨；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

金纪念馆、党旗映红的陈家坡倾听伟人事迹，并要求学生

在调研过程中对照金镇的红色旅游经济发展提出意见与解

决办法，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践中对学生逐步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丰盈“怎样培养人”的育人方

式，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践行报国之志[9]。

3.3将红色资源与校园文化艺术相结合

校园文化艺术活动是丰富当代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一大

重要途径，是新时代青年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

生在繁重课业学习之后的良好解压方式，在大学生活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良好的校园文化活动能够唤起青年激情，

号召青年参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为个人大学

四年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高校的校园文化艺术活

动平台同样承载着重要的育人功能，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育人主体需将红色资源与校园文化艺术活动相衔接，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使学生于无声处接受思想文化熏陶。红

色资源需借助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平台促进红色资源在学生

群体中的传播力度，着力营造良好且浓厚的红色资源传播

氛围，发挥活动育人的实际功效，构建全方位红色资源育

人体系，实现育人主体全程式、多维度育人。以渭南师范

学院为例，学校依托校园文化艺术活动平台，举办多种多

样的文化活动，如辩论赛、舞蹈大赛、红歌合唱大赛等，

通过活动提升学生对历史的领悟能力；红色历史相关辩论

赛能够提升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红色主题舞蹈大赛能促

使学生从艺术的角度演绎别样的红色经典故事；红色歌曲

中那一句句歌词、一段段旋律督促学生勿忘历史，号召青

年吾辈当自强。借助校园文化活动平台，红色资源能够最

大程度上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发挥育人功效，潜移默化式

地营造浓厚的红色文化传播氛围，从而使学生摆脱传统的

授课模式，耳濡目染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10]，逐步从“老

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模式转变为“学生自主参与”的育

人新模式，全力营造随处可看见、随时可触及的红色校园

文化。

4  结束语

红色资源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蕴藏着丰富的

思想政治育人元素，因此高校一直将红色资源作为重要的

思想政治育人方式，笔者从红色资源的育人功效、融入思

想政治育人的路径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促进育人方式多样

化，提升育人效果。

笔者在上文中提到高校要善于利用驻地及周边区域红色

资源，并详细阐述了红色资源与思想政治育人工作相结合

的有效路径：将红色资源与课堂、社会实践、校园文化艺

术活动相结合，全方位地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创造性地

开展思想政治育人工作，不断扩大红色资源的宣传范围和

受众群体范围，推动红色资源进高校，提升红色资源育人

效果，着力培养具有爱国之情、报国之志的新时代高素质

人才。

本文旨在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育人工作提供可行参考，

为提升育人效果建言献策。然而，由于笔者科研理论不

足，实践能力有限，本研究尚存不足之处，恳请各位专家

学者提出意见与建议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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