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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湘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
及路径探究

周玲玲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00）

摘要：湖湘红色文化蕴含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革新精神内涵与经世致用的实践价值取向，兼具

人文精神和道德育人的双重功用，是高等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宝贵的素材资源。本文在探讨湖湘红色文化精神内涵与育人价值基础上，

从理论、实践、宣传等方面构建湖湘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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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长河，在湖湘文化的哺育下，三湘大地 “代有人才

出”，在近现代中国革命、革命、建设事业，涌现出“中兴将相

什九湖湘”精英群体，衍生出湖湘红色文化。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今天，承担立德树人重任高职

院校更应率先作为，探索将湖湘红色文化有机融入高职院校思想

政治教育中，鼓励新时代大学生赓续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助力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

一、湖湘红色文化的本质精神

近代以来，底蕴丰厚的湖湘文化激励湖湘儿女奋发向前，依

托三湘红色热土，展开轰轰烈烈的湖湘革命斗争实践，不断锤炼

自身的意志品质，升华自身的革命信仰，他们的精神品质成为源

源不断注入湖湘文化的新鲜血液，并最终形成湖湘红色文化，丰

富了湖湘文化内涵。

一是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

清王朝天朝大国的美梦破碎，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湖湘学子直

面社会现实，在探究圣贤之道时亦不忘怀有志在黎民之心，奔走

呼号，上下求索力求救国救民。先后涌现出“抬棺出征”曾国藩、

以身变法维新志士谭嗣同等杰出人物，这无一不闪耀着心忧天下

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辉。

二是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钱基博先生曾点评湖南为 “顽

石赫土，地质刚强，而民性流于倔强”近代以来正是湖南人独具

的血性与悍性，这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气质有力支撑着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成功。回顾党的百年历史长河，

无不闪耀着湘籍革命家关辉事迹，如钢铁硬汉陈树、骨纵成灰矢

志不渝邓中夏等革命烈士，将青春与热血洒在湖湘大地，不屈不

挠艰苦奋斗，播撒着革命的火种，为战胜困难义无反顾。

三是敢为人先的革新精神。面对近代亘古未有之变局，湖湘

志士在湖湘文化激励下，以敏锐眼光洞察世事，探索学习西方，

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如魏源率先“睁眼看世界”，写下《海国图志》；

洋务新政代表曾国藩力主“求强求富”，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

辛亥革命后，面对革命事业的困境，向警予、李富春等湖湘青年

学子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学习新思想、新知识，立志“改造

中国与世界”。

四是经世致用的实践价值取向。经世致用思想贯穿于湖湘学

派创立与发展整个过程，鼓励湖湘学子传承圣贤之道以济世济民。

从明末清初船山先生主张“返实就虚，矫正学风”，蔚为一代宗师，

到魏源提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开近世改革图强风气，

再到近代湖湘革命家将 “实事求是”思想的运用革命与建设事业

之中，经世致用思想从学术理论思辨为主转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新高度，沉淀为湖湘红色文化中最有实用意义和最富有生命

力精神特质。

二、湖湘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

湖湘红色文化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推动湖湘地区乃

至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体现了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道德

品质和高尚人生追求。其中蕴含丰富的思想内涵是高职院校推进

德育工作重要的素材资源，培育大学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价值。 

（一）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互联网 +”时代，文化与

信息的交流碰撞逐渐深入，各国之间的竞争本质是文化的较量。

一些国家借助网络等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让一部分大学生迷

失方向，缺乏精神之“钙”，亟须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渗透内涵丰

富红色文化，重建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情感和文化自信态度。

湖湘红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之一，饱含丰富的人

文情怀，集中反映了三湘儿女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爱国奉献的

精神。高职院校将湖湘红色文化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符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新要求。通过传播和弘

扬湖湘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引导大学生正确把握湖湘红色文化

的实质内涵，感受到湖湘红色文化的魅力，产生强烈的民族文化

认同感与自豪感。鼓励大学生在充分了解湖湘文化的基础上，自

觉传承与弘扬湖湘文化，推动湖湘文化走向复兴，构建更为坚定

的文化自信。

（二）坚定理想信念，涵养高尚道德品质

湖湘红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涵养大学生成长

成才的重要源泉，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新人的重要战略。

湖湘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发挥文化所具有的潜

移默化特点，引导大学生补足精神之“钙”，提高自身的道德品质。

在血与火的革命岁月中，湖湘儿女百折不挠，敢为人先，舍

小家为大家，忘小我成大我，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留下贺龙两

把菜刀闹革命、红军血战湘江、半条被子等红色传奇故事，是大

学生思政教育宝贵的素材。这其中蕴含着革命先驱们对崇高的理

想信念坚贞不屈、矢志不渝高尚的道德品质以及对共产主义的坚

定信念，是当代大学生人生道路上的灯塔和指向标。为此，高职



103

2023 年第 5 卷第 1 期

教育论坛

教育前沿

院校将湖湘红色文化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不仅可以帮助大

学生以湖湘红色文化作为武装自己的盔甲，保证正确的思想政治

方向，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而且能

激励和鼓舞大学生群体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砥砺前行，加强自

身修养，提高精神境界。

（三）丰富思政教育素材，促进以德育人

 “湖湘文化的传承是湖南教育发展的文化底蕴，反之，湖南

教育的发展又是湖湘文化传承的优质载体。”湖湘文化根植于三

湘大地的历史演进与文化土壤中，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它作为

富有特色的教育素材，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湖湘学子而言，具有无

可比拟的亲和力与良好的社会适应性，易于被学生接受。 

以湖湘人物为例，有赋《九章》而作《离骚》的屈原，忠贞

爱国激励后人，继孔孟绝学的周敦颐开理学之宗，教化后人；“鉴

湖女侠”秋瑾笃志革命，为复华夏香魂销，这些辉煌的历史与鲜

活的历史人物是德育的上佳素材，教师引经据典，讲述湖湘历史

文化，拉近与学生距离，活跃课堂氛围。故而，将湖湘文化育人

素材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一方面能够丰富思政教育素材，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依托书本形式德育转化为生活化的德育，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亲和力，催发学生学习思政课程的

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湖湘红色文化，打造思想政治教

育的湖南特色，将历史悠久湖湘红色文化与现下新形势相结合，

提升思政教育思想性、理论性。

三、湖湘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路径

（一）树立正确理念，重视湖湘红色文化育人作用

 湖湘红色文化经历史沉淀，涵育丰富育人素材，蕴含丰富的

育人价值，对于学生的成长成才有着春风化雨的作用。作为承担

立德树人重担的高校而言，必须先从理念入手，重视湖湘红色文化，

善于用好湖湘红色文化，发挥湖湘红色文化育人价值，构建具有

湖南特色湖湘文化育人体系。

一方面，遵循育人规律，实现湖湘红色文化、理想信念教育、

“三全育人”体系三者有机融合。在学科体系之中，立足高职院

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情况，专门思政课程中增设湖湘文化教育板

块，加强专业课程与湖湘红色文化互动，突出专业课中课程思政

元素，形成“大思政”教育格局“新气候”，构建课程“新体系”，

探索专业课和湖湘文化联合的“新路子”，充分发挥湖湘文化意

识形态重塑作用。另一方面，发挥教师能动作用，打造一支真爱、

真懂、善用湖湘红色文化教师队伍。高校善于引导教师重视湖湘

文化育人价值，自觉加强对湖湘文化的理解和践行，鼓励老师投

身到湖湘红色文化的宣讲与弘扬之中，给学生讲述好和传递好湖

湘红色文化背后的精神内涵、革命故事、价值观念，让大学生在

润物细无声中感受革命精神，接受湖湘红色文化的熏陶与滋养。

（二）落实实践课堂，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政教育活动

社会实践作为第二课堂，对检验和补充课堂理论教学有着重

要作用，高校应该遵循学思践悟教学规律，重视湖湘红色文化实

践课堂，通过开设丰富多样思政教育活动，让学生充分领略湖湘

红色文化的魅力。 

在落实实践课堂中，一方面重视学生主体作用，让学生有足

够的空间可以发挥自我的想法与才能，引导学生自主开展丰富多

彩的思政育人活动，让湖湘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真正落地。

例如鼓励学生创建湖湘红色文化宣讲团、开展湖湘红色故事讲座、

举办湖湘红色文化戏剧节等，让学生在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中接

受湖湘红色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利用好实践课堂，整合资源，

创建湖湘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实践第二课堂。如以“三下乡”为依

托，组织大学生参观湖南境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旧址等，

实地感悟湖湘红色文化精神，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或者

以校园为基地，邀请湖湘红色文化专家学者进校园，举办理论性

较强的学术交流型文化活动，帮助学生领悟湖湘红色文化的内涵。

（三）重视宣传价值，创新湖湘红色文化传播方式

万物互联的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高效性有赖于发达的现代

信息技术。实现湖湘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融合与发展，

同样有赖于信息化的技术手段。  一方面结合大学生兴趣特点，以

及乐于网上“冲浪”的特点，寻找湖湘红色文化和网络文化的耦

合点，构建大学生互动对话交流的平台。例如高校可利用微信、

微博、抖音、QQ 等网络平台，推送湖湘英杰事迹文章或者视频，

建立湖湘红色文化专题学习网站，刊登湖湘红色文化文章，将湖

湘红色文化渗透到大学生日常的社交网络中，让大学生深切感受

并认同湖湘红色文化，以湖湘红色精神审视自己。另一方面，借

助慕课、超星学习通等网络学习平台，以文字、视频等多种形式

上传湖湘红色文化资料，引导学生自主选择老师、自主选择学习

湖湘红色文化，创新湖湘文化宣传手段。例如借助超星学习通平台，

开展湖湘名人诗词鉴赏，让学生们真正参与到湖湘文化的传播中，

对湖湘文化了解更加深入、更加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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