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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以来，全球经济发生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我国的社

会结构与市场竞争也与以往存在较大的不同，从人才需求的角度

来讲，当今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更需要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

强、品德高尚、立场正确的综合型人才。为了进一步满足社会

人才培养需求，各大高校对教学机构及教学模式进行了调整和改

进。如今，高校教育中对思政课程的教学颇为重视，红色文化

资源在该课程中的应用有利于提升该课程的教学有效性。

1　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教学中的积极意义

1.1使思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

当下，高校思政课程教学存在教学内容过于单一的现象[1]，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般会采用思政课程教材作为教学内容的主要

来源，导致教学内容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

这些教学内容为依据，要求学生进行背诵，以便能够在期中或

期末考核时获得更好的成绩。单一的教学内容、传统的应试教

学模式都不利于思政课程教学有效性的提升，反而会削减学生对

思政课程的学习兴趣。而红色文化资源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

能够进一步使教学内容丰富化，教师在开展课堂思政教学之前，

可以提前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梳理、分析、整合，并将其融入到

课堂教学内容中去，丰富教学内容，拓展学生视野，增加思政课

程教学有效性。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教学内容之中可以帮助

学生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精神，同时能够提升学生的德育水平。

1.2实现红色精神的传承

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课程教学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能

够在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以及提升教学效率的同时，还能潜移默化

的对学生的精神世界、思想境界产生积极的影响，使学生进一步

了解和传承我国的红色文化精神。革命先烈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

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红色财富，教师在思政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注

重对红色文化精神进行讲解和渗透。其次，教师要带领学生对当

时的历史进行了解，从现代视角对当时的红色文化精神进行分析

和体会，使革命先辈大无畏的精神、勇于付出和牺牲的精神、一

心为国为民的精神渗透到学生的思想之中，增强学生的民族责任

感，实现红色精神的传承。

1.3使学生思想觉悟得到升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走开放的国家化发展道路[2]，在这

样的背景之下我国的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开放化发展环境之下，大量的西方思潮涌入我国，使青少年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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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当前阶段下，许多大学生追捧西方文化，习

惯于运用西方思维方式来看待我国的实际问题，导致其思想及思

维发生较大偏差，这对于他们的终身成长及我国的社会建设来说

都是不利的，所以教师需要在高校思政课程教学之中渗透红色文

化资源，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选择正确的立场。红色文化

资源是宝贵的，是革命先烈们在国家风雨飘摇之下，依据实际情

况作出的正确战略选择，红色文化中包含着革命先烈的智慧，如

今我国的盛景正是他们的智慧和远见的体现，这充分证明红色精

神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我国只有在红色文化和精神的支持下

才能得到长远发展。将红色文化资源应用到思政课程教学之中，

有助于学生受到红色精神的触动，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对社会主义

形成的过程进行分析和了解，使学生学会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

待我国的发展，帮助学生选择正确立场，树立正确思想价值观，增

强其民族感与责任感。

2　红色文化资源在思政课程中的应用策略

2.1丰富校园红色文化氛围

高校校园是学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校园文明会对学生

的精神和思想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所以学校及教师都要注重校

园文化的建设，并在校园文化中融入红色文化，如此，才能使学

生在宏观校园教育环境中对红色文化精神有更深刻的体会，从潜

意识里接受和认可红色精神。例如，学校和教师可以利用校园宣

传栏或墙面来对红色事迹和精神进行宣传，或者邀请专家来学校

进行红色讲座，在讲座过程中讲述红色故事、宣传红色精神，或

者利用线上公众平台进行红色文化宣传，使学生对革命先烈的光

荣事迹有更多的了解，从而产生更多的触动和感动，使其接受红

色精神，完成红色精神传承。基于此，教师在思政课堂教学过程

中进行红色文化资源教学能够进一步加强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理解，

降低其学习难度，使课堂氛围更加和谐活跃，有助于教学有效性

的提升。

2.2在教学内容之中融入红色文化资源

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教学之中有着特殊的作用，高校应

当考虑对红色资源在思政教学中的渗透进行规划，教师应当以立

德树人为教育目的，培养及加强学生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了

达到以上教学目标，教师可以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挖掘和整合并

将其融入到课堂教学内容之中，在此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对红色文

化的保护与传承，同时也要充分的对红色资源 进行开发和利用。

以大别山为例，大别山是我国著名的革命根据地有着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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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资源，教师可以对相关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和利

用。教师可以利用网络渠道或书籍文献等资料对大别山的红色文

化资料进行阅读、扩展、开发和利用。大别山是万里长征的第

一步，在这里发生了无数感人的革命事迹，我们的革命先辈也

是平凡的普通人，但是他们却凭着大无畏的精神。在大别山有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当地有位普通的农民何大妈，为了保护

受伤的红军余占海，当众刺瞎了自己宝贵的右眼。这种平凡人

的伟大付出是令人震撼的，这种付出与无畏的精神就是红色精

神、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教师可以将此类事迹融合到教学内容

之中，使学生明白平凡的农妇尚有这样伟大的为国家牺牲和付出

的精神，其身为受到多年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更应该明白自己的使

命，担负起自己的民族责任，使学生思政水平得到切实提高。

2.3构建红色文化思政教学课堂

课堂教学是高校教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教师与学生能够通

过课堂教学进行充分的互动和交流，为了进一步提升思政教学质

量，提升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教师应当搭建起红色文化

思政教学课堂，利用红色文化丰富课堂内容，活跃教学气氛，

以提升教学有效性。教师在开展思政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不但

要注重运用红色文化资源丰富课堂内容，同时要注意创新和丰富

教学方式。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般采取讲解分析式教

学法，运用自己的思维对教学内容进行解读，而学生在教学活

动中较为被动，只能对教师讲解的知识进行记录和背诵，无法

在课堂学习中发挥自主学习能力，久之，学生不但对思政学习

失去兴趣，其思政思维也受到了限制，不利于其长期发展。因

此，教师应当对教学方式进行一定的 创新与改进。

例如教师可以采取红色演讲比赛的方式进行思政课堂教学，

教师可以提前确定演讲主题，方便学生提前准备，由于课堂时

间有限，教师可以先将学生分为几组，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

行进行组内比赛，每组选出一名代表者在课上进行演讲，再由

全班学生共同评选出最优秀的演讲者。在此过程中，学生会充

分的接触和了解红色文化、红色事迹，并对红色文化产生自己

的见解，在认可红色文化、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其思政思维

也得到拓展，对其终身思政学习来说都是有利的。

2.4适当开展红色文化活动实践

任何教学都离不开实践，在思政教学中也是如此[3]，只有

通过切实的实践活动，学生才能在活动中有所见、有所闻、有

所思、有所得，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将思政知识与红色文化

转化为内在精神，在思想上认可和传承红色精神。例如教师可

以定期组织学生参观红色革命圣地或者带领学生参观红色博物

馆，在参观游览过程中，学生能够对革命事迹有更深刻的了解

和认知，有利于他们在红色氛围之中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和熏

陶，从而激发起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责任感，使其思政水平

得到有效提升。

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定期组织学生观看红色电影，电影

具备较强的表达张力和感染力，能够通过放大人物内心及情绪的

方式，使学生对革命先烈的心理活动有更多的了解，使学生明

白他们并非生而无畏，而是甘于为祖国、为人民做出牺牲。当

代大学生生活在和平年代，在祖国的呵护下无忧无虑的成长，

对革命时期的艰苦条件并不了解，有些学生在安逸的生活环境中

丧失了斗志。而影视作品能够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对艰苦卓绝的革

命环境进行重现，使学生深切的体会到革命之路的艰辛与困难，

从而对革命先辈不畏艰险的大无畏精神更加敬佩，燃起斗志，

更加努力的学习和奋斗，以期为国家做出更多贡献。

2.5教师应当提升自身红色文化素养

教师是教学的实施者，在教学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新

课程环境下，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认可，主体地位是相对而言

的，只有教师真正关心学生的学习需求、关注国家人才需求，

才能真正在高校教育中实现以生为本。从以生为本的角度出发，

教师在开展思政教学时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需求以及国家对人才

的需求，通过教育实现两者之间的对标。当今大学生群体是生

活在社会主义红旗下的一代人，生逢盛世的他们是幸运的，但

是衣食无忧的生活也造成了部分大学生毫无斗志，贪图安逸享

乐，对自身学习目的及人生规划有所忽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激发学生斗志，使其明白自身的民族责任感，培养其不怕困

难、创造价值的精神，红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

素，能够帮助教师解决当前的主要教学问题，所以教师要积极

开展共色文化思政教学，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要想更好的开展红色文化思政教学，教师就要对红色文化

有足够深刻的了解，只有教师具备了足够的红色文化素养，才能

进一步对红色资源进行挖掘、梳理、整合及利用。因此，教师需

要具备不断增强自身红色文化素养的意识，通过网络资料阅读、

书籍文献阅读、参加相关培训、参观红色圣地等方式来提升自身

的红色文化素养，为更好的开展红色文化思政教学做好准备。

3　结语

在高校思政教学之中融入红色文化有利于激发学生爱国情

怀，帮助其培养民族责任心，激发其学生为国奋斗的斗志，提

升其思政水平。教师可以通过丰富红色文化教学内容，创新思

政教学方式、开展红色文化思政教育实践等方式来提升思政教学

有效性。

参考文献：

[1]李倩.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中的运用－－以皖

西红色文化为例[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15(2):5.

[2]舒前毅.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创新高校思政课体验式教学

[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4(5):4.

[3]陈峥.高校思政课教学利用地方红色文化防范历史虚无主

义的探讨[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17,27(2):5.

作者简介：

孙宁（1983.06.13—），男，汉族，籍贯：山东省垦利县，

职称：副教授，学历：硕士，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教育22-2正文_74.pdf
	教育22-2正文_7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