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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来说红色文化是我国宝贵的财富，推动了我国社会
主义的建设，同时将红色文化引入高校教学课堂课程中能够指引
该课程有正确的教学方向。对于现代高校专业课来说红色文化成
为了教育基础，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必须要牢记红色历史，对
红色文化进行不断地传承。在此过程中能够承担起现代高校学生
的责任以及使命，进而实现中国梦的目标。在这种背景之下，
将红色文化与专业课程内容相结合进而融入到高校课堂是我国现
代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同时让学生在学习红色文化的过程中，
能够有民族认同感，进一步传承我国传统文化。在红色文化与
高校专业课堂进行融合的过程中，高校教师要认识到高校学生的
价值观念形成程度，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不断引导高校学生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充分的发挥高校专业课的作用让学生牢
记红色历史，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爱国精神。

1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教学课堂的价值
高校专业课教师将红色文化与高校专业课进行结合是时代发

展的必然需求。
首先，将红色文化融入课程思政教育是不断满足高校学生的

精神需求。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之下，我国的经济文化得到进一
步的发展，能够充分满足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在此背景之下，人
们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需求。但是，奢靡的精神追求对人们的精
神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一些低俗文化对传统文化造成强烈
冲击。红色文化融入到高校专业课课程思政中使高校学生有更高
层次的精神食粮，将革命先烈的艰苦奋斗精神和爱国主义融入到
了实际教育教学中使学生树立更加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成为了高校学生未来生活和发展的精神指引。

其次，将红色文化与课程思政教育进行融合为高校教师的教
学模式及教学方法提供了创新方向。高校教师在进行课程思政教
育融合过程时，从红色文化的角度出发，将更加先进的思想理论
引入到了课程思政教育改革过程中，使红色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
充分的融合，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文化的过程中，对红色文化
进行传承，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除此之外，将红色文
化融入课程思政教育中进一步对学生的德育和品行进行教育，使
学生的思想品德能够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特别是在立德树人教
育理念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德育教育成为了高校学生进行课程思
政教育的核心内容。将红色文化与德育教育进行融合，能够更好
地满足社会以及学生的需求，让学生能够实现全面发展。

2  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教学课堂的路径
2.1从高校实际情况出发建设专业的教师队伍
要想真正促使红色文化完全融入到高校专业课课程思政教育

中，高校领导就必须要认识到老师的主导作用，根据高校现有教
师的实际情况建设更加专业的教师队伍，使教师能够对红色文化
的具体融入模式和相关内容的选取进行研究。对于校内已有的高
校老师来说，高校就要采取统筹兼顾的方法，对红色文化进行深
入的分析研究，为高校教师提供走访红色文化遗址的机会，使高
校教师能够对相关红色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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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色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民在战争年代所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资产。因此，红色文化具有
历史底蕴和时代特色，是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结合的纽带。同时，在红色文化不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成为了我国
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进一步传承和发展了我国民族文化。推动了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本文对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教学课堂
的价值进行分析，探究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进行融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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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高校要根据红色文化的融入情况对专业课教师开展培训
讲座，不断提高专业课程教师对课程思政、对红色文化的理解能
力，并不断鼓励高校教师采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对相关的
思政内容进行编写，为本校学生提供更加有效的红色文化加专业
课程教育资料。高校领导要根据已有教师的现状，招聘更加专业
的教师，在招聘的过程中要将红色文化的理解以及认识加入招聘
的条款中，使新加入教师团队的人员能够给原有教师队伍带来新
的活力，使每个教师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对红色文化的融合进行探
究，真正地促进红色文化融入到高校教育体系中。

2.2以社团活动为重点，提高红色文化融入的思想深度
在大学生日常活动的过程中，大学社团是活动的重要部分。

高校教师在进行课程思政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地利用社团活动
的凝聚力，将红色文化引入到社团活动中。

因此，高校社团管理中心应鼓励学生建立与红色文化相关的
社团、学生组织，思政教育老师进行指导。在红色文化社团、学
生组织建立之后，可以根据当地的革命精神文化背景组织学生参
观相应的革命纪念馆和历史博物馆，在参观之后让每位社团人员
进行总结思考形成参观的文字资料，使得红色文化的教育能够达
到更深的层次。

2.3以红色文化资源为核心进行口述历史教育
在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教学课堂的过程当中对红色文化资源的

挖掘是至关重要的。在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之后，需要对相关的文
化资源进行不断地整合和开发，使红色文化能够从不同角度融入
到课程思政教育中。

在实际进行高校课程思政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思想
教育的实际内容开设实践课程，通过组织学生走访当地抗战老兵
以及老人，然后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对过往的革命历史进行了解。
同时，高校也可以根据思政教育的实际情况邀请抗战老兵来对抗
战事件进行讲述，使学生能够与老兵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从而使
其更加深入地对红色文化进行理解，在潜移默化中将红色文化融
入大学思政教育中，从而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培养产生实质
性的影响。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红色文化与高校专业课程结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

必然需求，也是满足当代高校学生精神需求的必然途径。因此，高
校领导以及老师要认识到红色文化融入课堂的重要性，对融合的
形式进行不断创新，使学生在课堂上不仅仅只是学习专业知识，
而是同时能够深入地了解红色文化的诞生背景并感受红色文化的
内涵，不断增强学生的思想信念和奋斗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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