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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止2021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11 亿，其中20-29 岁网民占比

17.4%。大学生作为运用互联网的主要群体之一，通过网络深入学

生的思想阵地，把传统思政教育与互联网结合起来，是顺势而为，

也是时代所需。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2021 年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红色历史作为党史学习的重要内容，大学生应

深入领会其特定蕴含和时代要义，通过党史学习积极主动地改造

当代青年的主观世界，通过红色基因教育提升高校大学生的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共鸣，教育大学生明理增信崇德力行，

发挥红色基因的育人价值。

高校不仅具有教育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大学生作为当

代社会的主力军，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影响着整个家庭、整个社会

的观念，应当把高校培养成为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要阵地，通过传

承中国近代历史的遗传密码，将红色基因深入大学生群体，让大

学生勇担时代使命。

1　红色基因对高校思政的重要价值

红色基因孕育和壮大于中国光荣伟大的创新史和斗争史，是

中国思想政治建设积淀下的宝贵财富和代代相传的“遗传密码”。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党中央对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发展高度重视，

各高校纷纷将红色基因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来，开展一系

列红色基因教育活动，使大学生对红色基因的关注度不断升高。

学界对于红色基因没有官方定义，经查阅文献，笔者认为红

色基因是中国共产主义先进理想信念为导向的无产阶级思想性、

政治性，是无产阶级的灵魂，是框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性状的

生命线，红色精神、红色文化、红色资源和红色传统等都是红色

基因的外在体现。

大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传承、发展和创新的重要领域，是一

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与建设的

重要支柱，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与技能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

但是当前大学生对红色基因的认同感还有待增强。红色基因是坚

定大学生理想信念的重要因素，红色基因所体现出来的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追求的目标之一。现代的大

学生处在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下，在这个“娱乐至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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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受到资本驱动，为了迎合受众，衍生出很多良莠不齐的

娱乐节目，使大学生的信念和价值观受到动摇。因此加强大学

生的红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有益于高校立德树人的宗

旨，从深远来看，有利于深化本土红色教育的传播力和影响

力，从而形成积极向上、有凝聚力、有向心力的社会氛围。

2　高校思政与红色基因融合情况

我国大学生目前所处的时代、性格特点及思想观念决定了传

统思政教育方式亟需创新与改变，以广东省高校为例，大多数

高校都已依托互联网平台开展红色文化教育，以优化思政教学手

段，丰富教学内容。例如：中山大学通过承办央视音乐频道

《音乐公开课》，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红色三部曲”——《中山情》

《笃行》《奋斗的岁月》，深入挖掘和展现中山大学的红色基因，继

承革命传统，激发师生的爱国热情和奋斗精神。暨南大学通过挖

掘学科中的红色基因，以老党员的遗体捐献为主线，讲述了16位

“无语良师”与暨南大学背后感人的红色故事。华南农业大学通过

创作时代报告剧《布衣院士》，讲述“时代楷模”——卢永根一心

向党、一生为国的人生故事。华南师范大学开展红色大讲坛，通

过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源泉、广州红色旅游景区等

主题，帮助大学生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南方科

技大学通过“红色交响 百年华章”音乐会、原创话剧《永怀之歌》、

合唱比赛等形式，融党史学习教育于立德树人全过程，引导师生

坚定理想信念。

2018年广东部署深入推进红色村党建示范工程，充分挖掘保

护利用红色资源，重点建设60个村，作为内涵丰富的红色基因传

承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各高校也纷纷打卡，带领学生了解红色

土地上的革命足迹和红色故事。位于湛江的广东海洋大学，占据

地理优势，于2021年2月期间，一支大学生服务队到访遂溪县河

头村进行实践调研，了解以黄学增为代表伟人人，在遂溪西南地

区开展革命活动的英勇事迹。2021年11月，华南农业大学的教工

党支部前往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和叶挺故居，了解党的历史，

重温党的事迹，感悟革命先辈的坚定信仰和一心为国，勇于牺牲

的精神，增强了广大党员师生的凝聚力和工作积极性。

笔者以华南农业大学学生为调研对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与红色文化结合的情况进行调研，通过发放问卷调查的方式收

集数据，共320 人填写了该问卷，问卷采用不记名答题，且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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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问卷，调研结果显示男生共56 人，女生264 人。从问

卷调查的数据来看，大部分同学对红色文化的认可度较高，认

为红色文化可以有效传播爱党爱国精神，并且对个人产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见下表 1 - 2 ）。

表1      你同意红色文化活动可以有效的传播爱党爱国精神

针对互联网平台，只有26.25%的同学参与过红色基因相关

活动（见表3），例如易班开展的“2021年易班优课大学生党史学

习知识竞赛”、“踏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记忆”“我来讲党的故事”

“我把青春故事讲给党听”等多个活动，还有学习强国、广东共青

团青年大学习等思政平台的活动。通过以上数据发现，当代大学

生十分认可且重视红色基因教育，但是互联网平台开展的相关活

动较少，且趣味性不高，学生的参与度还有待大幅提升。

表3       你是否在易班等网络平台参加红色文化活动

3　探索红色基因网络育人新途径

3.1 线上线下结合，夯实红色基因教育载体

目前很少有大学依托红色革命足迹设立专门的红色教育基地，

整合红色基因的显性和隐性资源，开设以红色基因为主题的展览

馆或文化长廊，可以让大学生直观的接触到红色文化资源。因此，

建议学校通过创建红色基因物质载体，深入了解红色羊城历史文

化步径，通过开展丰富的线上线下联合活动，使大学生耳濡目染，

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

3.2 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大学生红色资源文化教育

以广东省为例，在教育部的指导下设立了广东高校网络思想

政治工作中心，主要包括广东高校易班发展中心、广东高校新

媒体联盟、广东高校意识形态与网络理论舆情研究中心、广东

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中心等组成，主要是针对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顶层设计，建议统筹整合优秀的校园活动，

加强其品牌效应，通过开发红色IP，运用AR、VR 等现代信息

技术设计的基础上，开展“红色文创”IP 形象设计等活动，创

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扩大网络思政的影响力。

易班作为高校网路思政教育的主阵地，建议以易班平台为抓

手，通过开展红色基因专题活动，打造红色基因新媒体平台，

增强品牌活动的影响力，提升学生的使用效力和黏合度，不断

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和手段。尤其是针对有百年历

史的高校，可以通过打造“一校一品，红色精品”，将红色

基因教育和高校历史发展结合起来，让同学们深入了解校园文

化，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红色教育进高校等活动，让大学生铭

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精神，感受人性光辉。

3.3 打造网络思政课师生队伍，提升红色基因育人成效

目前互联网已经成为传播思想和专业知识的重要领域，师生

共同学习的新空间，在“五育并举培养人”的背景下，把德

智体美劳贯穿“三全育人”全过程，需要引导师生共同打造风

清气正的网络平台。红色基因教育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在德育和美

育方面的认识，在开展红色基因活动的过程中，通过调研学生

的参与度、参与方式、参与效果等角度，建立反馈机制，进

行活动评估，着力提升红色基因的育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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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小计 比例

完全同意 245 76.56%

基本同意 72 22.50%

不同意 3 0.94%

基本不同意 0 0%

完全不同意 0 0%

本题有效填写
人次

320

选项 小计 比例

完全同意 219 68.44%

基本同意 93 29.06%

不同意 5 1.56%

基本不同意 0 0%

完全不同意 3 0.94%

本题有效填写
人次

320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84 26.25%

否 236 73.75%

本题有效填写
人次

320

表2      你认为大量宣传红色文化教育可以对你个人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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