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10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引言
为了让革命精神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传承下去，在高校思政

教育工作中学习红色文化必不可少。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红
色文化既熟悉又陌生，高校思政教育需要将红色文化的定义、
发展意义、革命精神等内容融入到课程之中，带领大学生走近
红色文化，牢记革命历史，传播红色基因，让大学生们铭记历
史，弘扬红色革命时期的奋斗精神。将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政教
育工作有机融合，帮助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个人抱负，磨炼
他们的意志力与品格，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培
养出优秀的时代好青年。

1　采用现代教育手段，弘扬红色文化精神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时，可借助大量的现代教育

手段，在思政教育课程与相关工作中还原红色文化遗产，带领
大学生走近那个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丰富高校思政教育内容。
灵活应用现代数字化媒体技术，以更为生动、鲜活、直观、创
新的方式激活学生的学习热情，通过一系列先进高效的教育技术
向当代大学生展现过去的红色影像，充分挖掘出红色文化的革命
精神与历史文化内涵。拉近当代大学生与红色文化的距离，让
大学生进一步接触、观看、感悟红色精神，使他们懂得和平美好
生活的来之不易。

举例说明，在高校思政教育课程中，教师可借助数字化媒体
技术或VR虚拟现实等手段，还原过去的红色时期珍贵影像，以具
有沉浸感、鲜活感的视听影像技术展现红色文化。诸如：李大钊
生前唯一一段活动影像、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成功、开国大典等。这些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不仅具有研究价
值，同时也记录了我国共产党、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
中国特色红色文化，深刻而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震撼人心的
革命奋斗精神，无一不在彰显着红色文化的魅力。紧跟时代发展
步伐，以现代教育手段为载体，让红色文化走进高校思政课堂，以
大学生容易理解、感兴趣的方式传扬红色文化经典，铭记革命先
烈的伟大奋斗历程，将举国同心、舍生忘死、爱国情怀、献身精
神鲜活地展现在大学生们面前，令人为之震撼，引起情感共鸣，从
而将红色文化的精髓深深镌刻在学生们的心中[1]。

2　借助红色文化资源，深化思政教育内容
红色文化是具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与革命精神的先进文

化，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政教育资源。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
纳入红色文化，能够帮助大学生开拓视野，回顾中华民族奋勇抗
争、艰苦奋斗的过去，从而唤醒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
感，有助于培养他们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可借助丰富浓
厚的红色文化资源，拓展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在如
今这个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播与继承，
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高度和思想境界，摆脱低俗拜金自私自利
等一系列的不良风气，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弘扬革
命精神和吃苦耐劳、坚毅不屈的意志，提升大学生们的整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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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色文化是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的重要部分之一。红色文化代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勇抗争、顽强不屈的革
命精神，是革命时期所流传下来的精神瑰宝。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红色文化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以高校思政课程作为平台，
加强对于红色文化的宣扬、继承和传播，以红色文化铸就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以红色文化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的意志，塑造优
良品格与坚毅精神，使得每位大学生都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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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素养。
例如，高校和专业教师们可深度挖掘红色文化素材与相关资

源，将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革命抗战时期困难历程、两弹一星
的艰苦突破、开国大典的竭力准备等真实资料融入到日常高校思
政教育内容中，可与建军节、国庆节、建党100周年等节庆结合，
使得大学生能够有针对性地了解红色文化以及真实历史，从过去
的艰苦奋斗岁月中感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帮助大学生夯实建
设国家的理想信念。从红色文化的根源追溯，回首过去，展望未
来，以真实史料与革命先烈、人民教育家、科学家等一系列鲜活
的例子告诉学生，什么叫做红色精神，借助红色文化资源和素材
去感染学生、去触动学生，解读革命奋斗历程，扩大红色文化在
大学生群体中的认知度和影响力，让他们真正明白和平幸福生活
的来之不易，巩固大学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信心，加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实效
性[ 2 ]。

3　开展思政社会实践，贯彻红色文化精神
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社会实践活动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大学生已经具备了独立的思考能力并且知识、技能，思政教育
工作需要走到大学生的生活中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让学
生得到一个体验和锻炼的机会，真正开始尝试着与社会接轨，在
实践活动中发挥红色精神，弘扬红色文化，加强锻炼和培养当代
大学生乐于奉献、敢想敢做、刻苦努力的优良品质。红色文化不
仅仅要停留在高校思政课堂上，更要走进生活，走入社会，积极
开展和组织一系列红色文化的实践活动，使大学生更加深入透彻
地体验到革命精神。

例如，各个地区高校可与当地的社区、公益机构、企业进行
联合，开展一系列有助于弘扬红色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将红色
精神、红色文化嵌入到各类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重走长征路、调
研陕北文化、参加社区公益活动、参与大生产运动、观赏实景演
出等方式带领大学生重温红色精神，感受红色文化，缅怀革命先
烈，共筑美好生活。

4　结语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时，需要注意教育模式与教

学手段，各个地区高校需要将红色文化的政治教育价值、文明传
承价值与历史印证价值予以重视。通过现代化的教育手段、丰富
多样的社会实践、具有深度和教育意义的历史资料，增强红色文
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播，帮助他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回首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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