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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的路径探析
——以嘉兴市为例

王　姣　姚兰英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36）

摘　要：在大力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背景下，如何将红色资源中的价值意蕴深度融入高校党史学习教育中，是全体高校教育工作者应当思

考的命题。本文以嘉兴市为例，探讨了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的理论价值、现实价值、实践价值，从构建三全育人“红队伍”；

夯实价值引领“红渠道”；推进知行合一“红矩阵”；打造多元协同“红生态”四个角度探讨了嘉兴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的有

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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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party history, how to deeply integrate 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red 

resources into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party histor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 proposition that all college educators should consider. Taking 

Jiaxing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s of integrating red resources into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party histor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mp the “red channel” led by value; Promote the “red matrix” of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ive path of integrating Jiaxing’s red resources into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Party histor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four perspectives of building a diversified and collaborative “red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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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是开展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的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

基因传承好。[1] 在大力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背景下 , 深入挖掘红色

资源的育人价值，深刻洞悉本土红色资源与高校党史学习教育之间

的关系，探求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的有效路径显得尤为

重要。

一、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的价值

（一）红色资源的内涵

红色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在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创造和遗留的重要的物质遗产及其所承

载的精神财富。它承载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定初心、伟大使命、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民

至上的至真情怀，以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2]

（二）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的价值

1. 理论价值 ：红色资源是高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红色资源是我党自创建以来至今留下的宝贵财富，红色资源

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遗存或见证，为高校大学生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佐证、生动鲜活的案例支撑。教师将红色

资源引入课堂，可以进一步梳理我们党的历史发展逻辑，增强党史

学习教育在协同育人的科学性。

2. 现实价值 ：红色资源有助于提升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的体验

感

红色资源具有时代性、鲜活性、故事性，在高校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过程中，依托红色资源，可以让大学生通过编排红色经典

剧目、红歌汇演等活动更好地感知红色文化，增强对党的认同和共

鸣。

3. 实践价值 ：红色资源有助于实现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的目的

性

高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本质是希望学生能通过对党史的学

习将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红色资源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有助于

增强大学生的自我、民族、国家认同感，能让大学生在学习党史的

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精神地洗礼和涤荡，使其进一步增强使命感。
[3]

二、嘉兴红色资源是高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有力支撑

（一）坚定不移的求真思想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就始终以先进的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

指导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4] 嘉兴红色资源中所

蕴含的坚定不移的求真思想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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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正确认识与科学总结，客观地形成了符合国情、民心、规律的

正确道路和建设方略。

（二）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

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走过

了百年风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完成了脱贫攻

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5]

正是这种传承的使命感和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让我党在每一关键性

的历史节点，都能站稳脚跟、扎实前行。

（三）以人为本的向善追求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6] 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自

主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证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带领广大群众实现小康 ；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将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些伟大成

就、伟大事业、伟大理想都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

我们党执政为民合规律性和目的性有机统一的有力佐证。

三、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的有效路径——以嘉兴

市为例

（一）立德树人筑匠魂，构建三全育人“红队伍”

实践证明，高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必定需要一支凝心聚力且

红色战斗力强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在 2019 年《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坚持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育人，这也意味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要由学校领导、

思政教师、思政辅导员、专业教师及所有高校教育者组成。[7] 为此，

一是要加强政治站位，提升红色领导力。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各

项工作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始终坚

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使高校教育领域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定

阵地 ；二是要加强教育合力，提升红色向心力。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通过开展参观南湖革命纪念

馆、东方红村血防纪念馆，开展“初心”讲堂红色微课等活动进一

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针对性地开展“主人翁意识”“大先生”“事

业心”等专题教育，让各级高校教育者凝心振气，坚持“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坚守教育初心，以“四有”好老师的标准全方位言传身

教，将教育者的耐心爱心关心细心用于育人全过程。三是加强专业

实力，提升红色战斗力。这里所说的专业实力不仅是专业知识，还

有坚定不移的政治素质、无私奉献的从教精神和相对清晰完整的红

色资源知识脉络。

（二）抓住课材建设主阵地，夯实价值引领“红渠道”

一是抓好思政课堂主阵地。思政课作为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阵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 深入全面地挖掘当地的红色

资源及其蕴含的价值意蕴，将其与课程知识有效融合，可以有效增

强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效性、针对性、体验感。例如在讲述中国

共产党诞生历史时，可引入红色文物南湖红船的故事，让学生通过

具象化的实物加深对党史的理解。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红船精

神》必修课，把思政课堂搬到南湖红船旁，开展“沉浸式”党史学

习教育，通过“红船铸魂、多元融合”的红船精神育人模式，努力

培育底色鲜明的“红船工匠”，努力提高学生学习红色文化、探究

红色经典的自觉性，进一步强化红船旁大学生的政治引领和价值引

领，赓续红色血脉、厚植红色基因、打造红色“嘉兴样板”。

二是编撰有鲜明地域特色红色教材。编写具有鲜明本土特色

的红色校本教材既有历史性，又有发展性 ；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

性 ；既有地方性，又有普适性。具有地域特色的红色校本教材既能

丰富党史学习教育的课程资源，又能让党史学习教育更有真实性和

体验感。同时，当地红色资源可以作为校本教材的课余实践补充，

让学生通过“理论知识学习 + 实践基地观摩”模式更深一步感知革

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光辉历史，进一步激发其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

感，进一步增强对党和国家的自信心和认同感。

（三）多维共育塑匠品，推进知行合一“红矩阵”

一是多维打造红色校园文化。校园文体活动是高校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有力载体和有效途径。将红色资源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

价值意蕴与学校的校风、院风、班风有机融合起来，潜移默化地启

迪高校学生智慧、开拓学生视野。在校园各项文化活动之中深度融

入嘉兴红色故事，如利用校园宣传长廊、校园广播、微信微博校园

网站等平台，开展大学生党史知识竞赛、红色情景剧排演等活动，

让学生自主自发地挖掘嘉兴红色资源，进一步激发高校学生对党史

学习教育的主动性。

二是加强红色资源教育技术的数智化。结合新时代高校学生

对于网络运用频率高、群体广、时间长的特点，要创新在党史学习

教育中融入嘉兴红色资源的技术手段。通过创新高校党史学习教育

的网络实现路径，如开展嘉兴党史学习教育线上精品课程、开展嘉

兴党史“云参观”、“云学习”，开发嘉兴红色资源“VR”体验等，

利用时下大学生使用频率高的抖音、快手等 APP 为载体，创新“抖

音思政”等短视频创作，展示红色研学故事、党史学习分享等内容，

进一步提升学生对党史学习教育的沉浸感和体验感，让学生在有趣

有料的数字化体验中感受嘉兴红色文化，在无形中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入耳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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