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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课”视域下红色资源育人研究 

蔡卓瑾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  要：为提升红色资源育人效果，需要围绕大思政课视角下的红色资源育人必要性、现状展开分析。并从开设红色资源精品展陈、

组织红色资源实践活动、强化红色资源育人实效等路径出发，以此促进红色资源育人在大思政课环境下的良好开展，提升红色资源育

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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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大思政课背景下，加强红色资源育人具有重要意义，是目

前立德树人的时代课题。对这一课题进行探索回答，可以实现对

红色血脉的延续，以及对优质资源的整合，并不断培养出更多有

理想、敢担当的时代新人。但大思政课视域下，红色资源育人现

状不够乐观，仍存在相关问题。因此，需要对大思政课背景下的

红色资源育人展开深入研究。 

一、“大思政课”视域下红色资源育人的必要性 

大思政课背景下，红色资源育人工作的良好开展具有较大的

必要性，其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方面，是对红色基因和

红色血脉进行传承的必然方式。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中，始

终存在红色血脉的印记，且红色血脉一直贯穿其中。在国家和民

族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中，不仅包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更

是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宝贵品格。基于大

思政课背景的红色资源育人，可以更好实现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传

承，也可以实现对红色基因和红色血脉的有效传承。与此同时，

在大思政课中融入红色文化资源，不仅可以为人才的培养提供充

足的精神滋养，也可以对爱国主义精神进行弘扬，不断促进良好

社会风尚的形成，甚至可以将强大的精神动力提供给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在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一段段的峥嵘岁月，并包含丰

富的红色文化，无论是在过去的发展中，还是在未来的发展中，

红色文化始终都是重要的精神力量，可以促进国家和社会以及个

人的良好发展。在新时代和新征程下，只有整合力量，自觉运用

红色资源育人，成为对红色文化和资源的发掘者、继承者，才能

更好实现对红色血脉和红色基因的传承，为强国的发展和建设提

供更大助力。另一方面，是有效建设和推广大思政课优质资源的

重要方式。近年来，国家和各个地方不断打造纪念馆、博物馆等，

这其中就包含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红色文化资源是十分

珍贵的大思政课育人资源。通过大思政课环境下的红色资源育

人，能够促进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的全面开展。而且在大思政课

教学中，红色文化资源的融入，也可以将鲜活的素材，完善的教

育内容提供给大思政课，促进大思政课教学和育人水平的提升。

同时，因为在现有的大思政课教学中，仍存在红色文化资源没有

纳入大思政课育人体系中的问题，所以就导致大思政育人工作开

展中出现育人工作和红色资源以及红色文化脱节的问题。因此，

要想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促进思政课教学质量的提升，更好达到

思政课育人的目标和效果，则需要加强大思政课背景下的红色资

源育人。进而通过红色资源和红色文化的渗透，实现人才教育和

培养工作的全面开展。 

二、“大思政课”视域下红色资源育人的现状 

一方面，未能有效开设红色资源精品展陈，对红色资源育人

的意识还有待提升。对红色资源育人功能的有效发挥来说，红色

展陈是重要载体。所以，构建红色文化场馆，开设红色资源的精

品展陈至关重要。但当前部分学校和教师在红色资源育人中，未

能构建红色文化场馆，加强红色资源精品展陈的开设，也没有有

效意识到红色资源育人的重要性。如此，就导致红色资源育人效

果不佳。另一方面，未能积极组织红色资源实践活动。在教育部

门针对思政课的最新要求中指出，学校和教师要高度重视思政课

的实践性，将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起来。所以，在

这一要求之下，就需要红色资源育人在大思政课背景下将红色革

命理论和红色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在体现课堂教学重要作用

的基础上，组织丰富多样的红色实践活动，进一步推动大思政课

全面育人价值的实现。但当前部分学校和教师在红色资源育人工

作开展中，未能积极组织红色资源实践活动。通常将红色资源育

人停留在课堂教学和理论知识传授方面，未能给予学生更多的实

践学习和探索机会。进而导致红色资源育人效果不理想，不能更

好地实现大思政课全面育人价值。 

三、“大思政课”视域下红色资源育人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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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设红色资源精品展陈 

一方面，学校和教师需要为红色资源育人打造红色文化场

馆。在具体实践中，可以结合所在地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打造

良好的红色文化场馆，并有效建设红色精品展陈，在学校范围内

构建形成良好的红色文化学习氛围。进而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

促进红色资源育人水平和效率的提升。与此同时，在红色文化场

馆的打造，以及红色精品展陈的建设中，需要把握好方向，积极

聚焦主题，运用史实说话，不断打造更高质量、高水平的红色文

化场馆以及红色精品展陈。从而推动红色资源感染力和吸引力的

提升，增加学生对红色资源的有效感触和了解，促进红色资源育

人价值和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在开设红色资源精品展陈过程

中，可以适当地结合精品展陈创建红色教育情境。通过这种方式，

让学生在红色文化氛围更浓烈的情境中，不断感受和缅怀革命先

烈作出的巨大贡献，让学生对红色力量有更真实的感受，并形成

正确的红色感悟。而且对于学生来说，也可以在红色教育情境之

下，将自己对党史的积极认同意识发挥出来，不断巩固学生对红

色文化的认知。进而提高学生的归属感，让学生主动地肩负起自

身的历史使命。 

（二）组织红色资源实践活动 

一方面，在组织实践活动过程中，学校和教师可以根据红色

节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对思政课进行有效地拓展和延伸，将其有

效地延伸到革命遗址、红色博物馆中。并对学生展开现场教学，

带领学生形成对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的正确认识，积极走革命之

路，充分体会和感受红色之魂。而且在教学中，教师需要通过具

有互动性和实践性特点的教学方式开展教学，也要为学生提供探

究式、体验式的课堂体验机会，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更好调动出

来，增加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理解和认同，进而促进红色资源

育人水平和质量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在红色资源实践活动的

组织和开展中，学校和教师要为学生组织红色故事演讲比赛、红

色征文比赛等活动。因为这方面是大思政课教学的重要实践过

程，也是学生更好坚定政治立场，形成正确价值观念的主要过程。

所以，学校和教师需要将活动当作载体，引导学生在活动过程中

获得不一样的学习体验和感受，促进学生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能力

的提升。 

（三）强化红色资源育人实效 

在围绕大思政课背景，加强红色资源育人工作开展中，需要

强化红色资源育人实效。一方面，学校和教师需要将网络的思想

引导作用发挥出来，有效运用网络课堂、智慧教育平台等技术手

段，向学生传递和讲解与红色资源、红色文化等有关的知识，也

可以通过党报党刊、微信公众号平台等，向学生推送更多丰富的

红色文化信息资源，并合理开展在网上进行大思政课学习的活

动。与此同时，也需要结合信息传播特点，立足新媒体平台，推

出将红色文化资源当作创作内容和传播主题的短视频、直播等。

进而通过更加崭新的形式将红色文化呈现出来，帮助学生更好地

接受和认同相关内容。另一方面，在红色资源育人过程中，需要

打造红色文化空间。总的来说，学校和教师可以通过现代技术的

装置，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展开虚拟仿真实践教学。并运

用多媒体、投影互动等方式，将趣味性的课堂形式提供给学生，

使学生走进虚拟仿真场景进行有效互动，不断获得更加真实的体

验与感受。如此一来，也可以使学生在娱乐的基础上，有效感受

其中所包含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进一步强化红色资源育人实

效。 

结语 

在基于大思政课背景的红色资源育人工作开展中，需要积极

开设红色资源精品展陈，因为这方面是将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发挥

出来的关键载体。并且在大思政课背景下，红色资源育人工作的

实施，也需要注重红色资源实践活动的开展与组织。通过实践活

动，促进红色革命理论和红色实践活动的有机统一。在将课堂教

学重要作用发挥出来的同时，运用丰富多样的红色实践活动，促

进大思政课全面育人价值和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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