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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
出：“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红
色基因当中蕴含的因素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学紧密相连。
将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课程当中，既能够满足
课程育人的内在需求，也是能够实现红色基因代代传的重要举措。

1  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理论向度
1.1 红色基因传承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课程目标具有

内在契合性
从目标任务这一层面来看，红色基因的传承是为了激励新时

代的中国人坚定崇高的信仰，追随革命先辈们的脚步，一往直前，
激励新时代青年人奋斗的热情，珍惜当前拥有的幸福美好生活，
提升责任感和使命感。红色基因传承涉及的主题广泛，其最终所
有达成的目标也有所差异。但是红色基因传承的各个方面体现的
都是中国的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了民族富强和人民
幸福所积淀而成的精神品质与价值取向。在传承红色基因的实践
当中，使青年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实现复兴梦的坚定信心。

“思想道德与法治”这一课程的目标聚焦于用马克思主义的
观点引导青年学生提升自己的思想品德素养和法治素养，引导学生
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将个人的“小我”理想融入到社会的“大我”
中去，增强使命和担当。激励学生在奋斗的过程中体验获取成就的
喜悦感。一定程度上说，红色基因传承的育人目标与“思想道德与
法治”课的课程目标是相契合的。都是利用一定的理论和知识作为
承载对象，为国家的“人才宝库”输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1.2红色基因传承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课程内容具有内
在融通性

课程目标的实现需要课程内容作为载体才能得以实现。红色
基因传承的内涵丰富。既包涵对革命一代人不懈追求信仰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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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对革命先烈们以身许国的爱国情怀的敬仰；既包括对共产
党人永葆纯洁心的坚守还包括对共和国建设者们勇闯新路的发展
等。这些都是红色基因传承的内容，是革命事业薪火相传、革命
精神赓续不断的素材。

“思想道德与法治”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铸魂育人，我们通览“思想道德与法治”的书本。第一章是青年
学生要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指导下，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第二章是广大青年学生要在
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树立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为国家复兴而努力的
理想；第三章是指明中国精神是鞭策青年学生勇于前进的有利“武
器”；第四章是红色基因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由此看
来，红色基因传承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课程内容是相融通的。
红色基因为“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提供了鲜活的案例，“思想道德与
法治”课的课程内容为红色基因传承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

1.3红色基础传承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课程要求具有内
在一致性

红色基因的传承是带有政治性的。在大学生当中进行红色基
因的传承，要通过对红色基因背后所蕴含理论的讲解强化大学生坚
定理想信念意识、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的品质、以及引导大学生将
自己的梦想与实现复兴梦紧紧相连。在红色基因传承过程中坚持传
承基因与价值引领相统一、坚持内容严肃和形式多样相统一，用
鲜活、真实的事实以及精神作为传承的内容，同时利用大学生们
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体，使红色基因内化真正入脑入心。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基本任务就是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方
面的素质，解决大学生在成长的道路上遇到的难题。那就是要求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学必须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
中”。要着眼于解决大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面临的思想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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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也就意味着，红色基因传承的要求与“思想道德与法治”
的课程要求相吻合。

2  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价值向度
2.1政治价值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为
培养好时代新人提供了信仰、信心和信念。首先，我们党对于红色基
因的传承和发展是坚持中国共产党本质特征的源泉。将红色基因传承
融入到课程本身就是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方法和经验贯通于铸就学生
灵魂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中。让红色基因濡染和根植于青年学生的思想
信仰的最深处。其次是将红色基因的传承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
中，使青年学生将自己的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紧紧地“绑”在一起。
最后，对党和人民是否忠诚，是否能跟党走是判断青年学生政治定力
的重要标准之一。专业知识的掌握，个人能力的全面以及思想品德以
及政治素养的达标是是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所需要的最为基
本的要素，缺少任何一项都不可以。其中思想品德和政治素养达标尤
为重要，需要四门基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其他思想政治工作的共
同努力，通力合作。因此红色基因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价值。通过将红色基因的传承融入“思
想道德与法治”课的始终，来保证课程方向不偏离，学生成长不偏
道。红色基因中所彰显出出来的为人民服务这一鲜明要素为当代青年
勇担使命具有重要意义。将红色基因传承融入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课当中，让为人民服务之追求牢牢地刻印在青年学生的头脑之
中，并能够外化为他们的实际行动之中。

2.2文化价值
文化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和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决定性

和根本性的重要作用，它能够增强人们的精神世界，同时还能够增
强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革命文化或者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三个层
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国家独
立、民族解放为基础，以人民为获取美好生活所进行的伟大实践为
基础。红色基因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革命作风以及革命传统
等品质的高度凝练，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沉淀，是中国共产党自
信的源泉和精神的渊源。红色基因需要红色环境培育，红色基因需
要代代传承。要想让青年学生接受我们的文化前提是要达到让青年
学生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一种认同。将红色基因的传承融入“思
想道德与法治”的课程当中，激活红色基因，激起学生们情感上的
共鸣，激发他们对于文化的认同感，以红色基因唤醒青年学生的信
念之魂，唤起责任之感，激发担当之心，凝聚力量之力。

2.3教育价值
红色基因为开展“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提供了丰富的文化

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注重
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入血液，侵入心扉，引
导广大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红色基因
传承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对于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以及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具有独特的意义：一是为理想
信念教育提供鲜活素材，理想信念是青年学生的成人成才的精神支
撑和前行动力。二是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典范，爱国主义是在红色
基因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伟大主题，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道德与
法治”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红色基因中革命
先烈们怀揣对民族、国家以及人民深沉的爱是让青年学生在红色基
因中寻找爱国初心，深化爱国之情，践行爱国之志，对青年学生自
身爱国主义的内化起师范性的作用。三是为培育奋斗精神提供价值
引领，奋斗是青春最靓丽的底色。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思想道德与
法治”课能够为青年学生奋斗精神和担当精神的培育起引领作用。

3  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实践向度
3.1激发学生浓厚兴趣是首要任务
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当中，要

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首先要遵循受教育者的“接受心理”还
要主动地调节受教育者的心理，使其逐步接受这一教育活动。
因此，必须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认知规律来看，现实和

历史的关系是人们对历史产生兴趣的源泉。对红色基因的传承要
遵循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这一过程，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
一般规律。应从现实实际出发，引领学生从历史的轨迹当中发
现现实问题的根源，激发学生传承红色基因的兴趣。才能使红
色基因的传承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2提升思政课教师素养是关键保障
高校思政课教师是红色基因传承队伍的主体。红色基因传承

的队伍首先要深刻、彻底的将红色基因理解清楚，能够从学理的角
度去解释和阐发。其次是能够将红色基因背后枯燥难懂的话语用生
活化、大众化的语言传递给学生。思政课教师要在使用学理性语言
阐发红色基因内容的同时，转化为能够被学生更为清晰直观的感受
到的红色基因的力量。思政课教师素养的自我提升与能力的更新原
本就是一个曲折复杂、慢慢深化和变化多样的一个过程，只有以传
承红色基因的自信、传承红色记忆的自觉推动教育者意识上的觉醒，
以红色基因价值、红色基因力量激发其积极性与创造性，才能赢得
红色基因传承的主动权。才能真正的培养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保持崇高的政治信仰，增强文化自信，进而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3.3创新教育教学载体是有效手段
新奇多样的教学载体既是学生理解红色基因传承重要性的

“催化剂”，同时也是青年学生能够主动去肩负红色基因传承使
命的“兴奋剂”。红色基因传承要想实现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
断变化，那就一定要把视野放宽，把思路更新，创新红色基因
传承融入“基础课”的载体，让红色基因不仅仅只停留在书本
上，而是要让红色基因“鲜活”起来。充分地利用新媒体这
一深受大学生喜爱的平台，让青年学生做新媒体的的创作者。
带领青年学生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领航计划系
列主题活动通过青年学生亲自制作红色基因密切相关联的内容，
加深对红色基因的印象，让“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不再是枯燥
无味的课程，而是让“思想政治与法治”课增趣，并且通过
视觉、听觉的刺激引发青年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4开展社会实践教学是重要环节
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要充分发挥社

会这个“思政大课堂”的价值引领作用，真正将红色基因理论知识
转化为理想信念。开展实践教学是激活红色基因的重要环节。要将

“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将实践教学开进
红色实践教育基地，增强“思想道德与法治”的感染力。在新时代，
坚持用红色基因传承涵养大学生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情
怀，激发大学生的崇高的理想信念。使红色基因传承融入“基础课”
真正有效用、有效果。使广大青年学生时刻和人民想在一起，站在
一起，勤学苦练，不断增强本领的才干，用实际行动回应传承报国
有我，建设强国有我的响亮口号。

4  结语
红色基因是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实践中形成的文化和精神

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有机结合，红色基因的
形成过程赋予了它一定的教育功能，它是高校秉持立德树人这一宗
旨的初心与担当。因此，在新时代，坚持用红色基因传承涵养大学
生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情怀，激发大学生的崇高的理想
信念。使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引领广大青年
学生时刻和人民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勤学苦练，不断增强本领的
才干，用实际行动回应“报国有我，强国有我”的响亮口号。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21-04月 -01日(1).
[2]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

求是,2020(17):12.
[3]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N].

人民日报,2021-06月-25日(9).
[4]万信,乔湘平.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策

略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35(05):102-106.


	教育教学 22年8期电子清样（印刷版）000_95.pdf
	教育教学 22年8期电子清样（印刷版）000_96.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