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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红色基因传承机制研究
——将红色文化和培华校史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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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校史中的红色元素与现代思政教育相结合，能够有效增强红色基因传承的亲和力与实效性，为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提供了新的实践范式。本文聚焦新时代大学生红色基因传承问题，探索将红色文化与西安培华学院校史相融合的传

承机制，结合培华校史中蕴含的红色资源，构建“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 —地方资源”四位一体的传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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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红色基因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精

神谱系，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1]。党的二十大报告

强调，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教育”。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

阵地，肩负着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

当前红色基因传承在高校中面临着内容抽象化、形式单一

化、与学生生活脱节等挑战，亟需探索更具针对性和实效

性的传承路径。西安培华学院作为一所具有近百年历史的

高校，其校史中蕴含着丰富的红色资源。从 1928 年建校

初期的爱国人士捐资办学，到新时代依托“陕西省红色文

化研究院”开展红色文化研究，培华校史始终与中国革命

和建设历程紧密相连，将这些校史中的红色元素与当代大

学生红色基因传承相结合，不仅能够丰富高校思政教育的

内容，更能为红色基因传承提供贴近学生、贴近实际的鲜

活案例。本文通过梳理红色基因的内涵与外延，结合培华

校史中的红色资源，拓展了红色基因传承的理论视域，构

建“四位一体”传承模式为高校红色基因传承提供可操作

的实践路径。

1　红色基因的内涵与价值阐释

1.1　红色基因的内涵界定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凝练形成的基因谱系，其核心是革命精

神。从历史维度看，红色基因包含“红船精神”“井冈山精

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时期的精神内核；从

发展维度看，它又衍生出“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

弹一星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精神形

态。这些精神共同构成了红色基因的丰富内涵，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貌。

1.2　红色基因的时代价值

1.2.1　实现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红色基因既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又植根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创

业精神一脉相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

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的时代新人。传承红色基因与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高

度契合，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

必然选择。

1.2.2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由之路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青年学生面临着多元价值观的

冲击，其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亟待引导。红色基因传

承能够帮助青年学生感悟传统精神、把握红色史脉、烙刻

红色记忆，培养爱国情怀、社会责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使其成为堪当时代大任的栋梁之才。

1.2.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铸魂教材

红色基因中蕴含的爱国主义、改革创新、牺牲奉献等精

神内核，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育人素材。将红色

基因融入思政教育，能够弥补理论灌输的不足，使教学内

容更加充实、例证更具说服力，增强思政教育的亲和力和

感染力，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铸魂教材”。

1.2.4　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的有效路径

青年是党史教育的重点群体。通过红色基因传承，用

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先进模范的事迹感染师生，能够教

育引导青年学生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鼓起迈进新征

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是高校抓好党史学习教育的有

效路径[2]。

2　培华校史中的红色资源挖掘

2.1　建校历程中的红色基因

西安培华学院始建于 1928 年，由以吴云芳女士为首的

陕西女子职业教育促进会筹备成立，初名“西安第一女子

平民职业学校”。1935 年，著名和平老人邵力子先生及夫

人傅学文女士、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真女士以

及宋美龄女士等社会名流带头捐资建设新校，将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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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育救国的理想融入办学实践。这一建校历程本身就体

现了红色基因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教育为民的价值追求，

为学校奠定了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

2.2　发展过程中的红色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西安培华学院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

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新时期，学校成为女性

教育的研究传播中心，依托“陕西省红色文化研究院”“

陕西省科普示范基地”等平台，开展红色文化研究与传

播工作。学校多次举办红色文化活动，如红色经典诵读、

革命历史讲座、红色主题展览等，将红色文化融入校园生

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育人氛围。

2.3　校史与红色文化的内在契合

培华校史中蕴含的爱国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与

红色基因的核心内涵高度契合。从建校初期的艰难创业到

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培华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

连，形成了“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校风和“明德、励

志、笃学、敦行”的校训。这些校史中的精神财富，为红

色基因传承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本土案例，使学生能够在熟

悉的校史情境中感受红色精神的力量。

3　新时代大学生红色基因传承机制的构建

3.1　理论框架与研究思路

本文基于“文化传承—教育创新—实践转化”的理论

框架，以培华校史中的红色资源为切入点，构建新时代

大学生红色基因传承机制，具体研究思路是：首先，系

统梳理红色基因的内涵与价值，明确传承的理论基础；

其次，挖掘培华校史中的红色资源，分析其与红色基因

的内在联系；最后，构建“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

实践—地方资源”四位一体的传承模式，探索红色基因

传承的实践路径。

3.2　“四位一体”传承模式的具体内容

3.2.1　融入课堂教学，丰富思政教育内容

将红色文化与培华校史融入课堂教学，打造“红色校

史+思政课程”“红色校史+专业课程”的双融合模式。在

思政课程中，通过讲述培华校史中的爱国人物和事件，如

邵力子、杨虎城夫人等捐资办学的故事，使抽象的红色理

论具象化；在专业课程中，结合不同专业特点，挖掘校史

中的相关红色资源，如传媒专业可以研究培华在红色文化

传播中的历史作用，设计专业可以开发基于校史元素的红

色文创产品，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创新

教学方法，改变传统“我说你听”的说教方式，采用案例

教学、情境教学、互动教学等方式。在课堂上组织学生排

演校史情景剧，重现建校初期的历史场景；利用虚拟现实

技术，打造“数字校史馆”，让学生沉浸式感受校史中的

红色故事。通过这些方式，增强红色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

力，让学生在情感共鸣中深化对红色基因的认知。

3.2.2　融入校园文化，拓宽思政教育载体

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中融入红色元素，如在校内设置培

华校史中的红色人物雕塑、红色文化宣传栏，在教学楼、

图书馆等公共场所展示校史中的红色照片和文献，使红色

文化在校园中可见可感。利用校园广播、电视、网站等媒

体平台，开设“培华红色校史”专栏，定期推送校史中的

红色故事和红色文化知识，营造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开

展丰富多彩的红色主题校园活动，如“培华红色校史知识

竞赛”“红色校史演讲比赛”“红色校史话剧展演”等，

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依托学校社团组

织，成立“红色校史研习社”“培华红色文化传播协会”

等学生社团，引导学生自主开展红色校史研究和传播活

动，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感。

3.2.3　融入社会实践，创新思政教育方法

开展基于培华校史的红色社会实践活动，避免“重参

观、轻体验”的误区，将校史中的红色精神转化为实践行

动。组织学生前往培华校史中记载的红色遗址进行实地考

察，开展“重走培华红色足迹”活动；与校史中的红色人

物相关的社区或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将红色精神与社区服务相结合。利用节假日和寒暑假，组

织学生  开展“培华校史红色调研”活动，走访校史中的历

史见证人或其后代，收集整理校史中的红色故事和珍贵资

料。通过这些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感受红色基

因的力量，实现红色文化“入心入行”，使红色精神根植

于学生血液[3]。

3.2.4　融入地方资源，凝聚思政教育特色

陕西地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如延安革命旧址、

西安事变纪念馆等，这些都是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要资源。将

培华校史与陕西地方红色资源相结合，构建“校史—地方—

国家”三级红色教育体系。组织学生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

结合培华校史中杨虎城夫人捐资办学的历史，深入理解抗日

战争时期的爱国精神；前往延安开展实践活动，将培华校史

中的奋斗精神与延安精神相联系，增强红色教育的系统性和

连贯性。依托“陕西省红色文化研究院”等平台，开展校史

与地方红色文化的融合研究，开发具有培华特色的红色文化

校本课程和教材。邀请地方红色文化研究专家和校史研究学

者共同授课，形成校内校外相结合的红色教育师资队伍，提

升红色基因传承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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