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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神内化促进高校思政课红色基因传承

杨云安   张宇帅
（东莞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东莞  523808）

摘要：红色基因是对红色精神的凝结和升华 ,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实现民族复兴的动力。高校思政课教育
要充分发掘红色精神的时代价值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目标将红色文化传承下去 ,让红色基因在学生思想深
处扎根 ,使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 ,永不变色。红色基因的传承要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载体 ,以红色精神为纽带 ,将其
背后蕴含的价值、理念通过精神内化的途径刻印在学生心中 ,并成为他们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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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色基因体现红色精神特质
文化基因是文化传播过程中体现文化特色或特点 ,

保证文化获得持久生命力的特质。这种特质是界定和区

别不同文化甚至文明的重要标准。文化基因有时候也

被用来指代文化的内核 , 它彰显文化的底蕴 , 也是观察

文化是否获得传承的一个视角。在我国目前的学术语境

中 , 文化基因不仅指代文化自身某些特质 , 也融合了社

会风尚、历史沿袭、哲学认识论和心理学基础等内容。

文化基因被认知为一种不以客观环境变化为转移的基本

要素和特质。2013年2月,习总书记在兰州视察讲话中,

第一次提出了红色基因这个词 ,“西北地区红色资源丰

富 , 是延安精神的发源地 , 要发扬红色资源优势 , 深入

进行党史军史和优良传统教育 , 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

去。”[1] 红色基因借用生物学概念 , 准确、形象的指出

了红色精神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红色基因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 , 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和开放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凝结和升华。

红色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民族独

立、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过程中的不竭精神动力。从革

命战争的战火风雨 , 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懈探索 , 到改革

开放以后的伟大实践 , 在红色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 , 共

产党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敢于牺牲、无私奉献 , 让

中华民族从沉睡中苏醒过来 , 改变了近代一百多年来任

人宰割的悲惨命运。从南湖红船开天辟地 , 到红都瑞金

红旗招展,从万里长征磨练意志,到陕北高原抗战到底,

从西北坡运筹帷幄 , 到天安门城楼举国呐喊。红色精神

始终伴随着共产党人的努力奋斗。无数共产党人以红色

精神引领 , 传承红色精神 , 红色基因也随着共产党人的

革命实践传遍九州大地 , 鼓舞了更多革命群众加入革命

洪流中。红色精神作为时代强音激荡在九州。“在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 , 红色基因的传承影响

着中国的发展进步 , 是中国革命、实践不断取得胜利的

重要法宝之一。”[2] 红色精神随着时代发展变化不断孕

育出新的精神成果 , 一批批优秀的时代精英 , 将红色精

神融入血液 , 凝聚提炼成红色基因 , 将红色基因不断传

承 ,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生命密码 , 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思想保障基础。

二、高校思政课要传承好红色基因
红色基因要在高校立德树人、铸魂育人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2019 年 , 习总书记在全国思政课教师座谈会

上高度评价思政课的特殊重要性。高校要充分发挥好、

利用人才培养平台 , 以为党和国家培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和接班人为最根本的目标。要将红色精神引入思政

课堂 , 用先烈的感人形象、楷模的光辉事迹来教育一代

又一代大学生 , 让红色精神进入大学生头脑 , 让红色基

因成为培育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 推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强大力量。“红色基因承载着共产

主义的崇高理想、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不畏牺牲的英

雄气概、改革创新的鲜明品格 , 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

丰富的人文价值 , 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素材和教学资

源。”[3] 高校承担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的重要职

责 , 要坚决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重要讲话

精神 , 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

红色精神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 红色基因是孕育

红色精神 , 促进大学生升华思想觉悟的精神内核 , 能够

激励大学生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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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红色资源 , 把继承红色精神作为传承红色基因

的主要抓手。作为革命战争年代记录的各地革命遗址、

革命英雄事迹、各类纪念馆等都是革命战争时期光辉

灿烂革命斗争的最好见证 , 也是珍贵的红色资源 , 它们

承载着革命先烈的红色革命精神。充分挖掘红色资源的

价值 , 将红色精神学习与红色基因传承结合起来。红色

文化资源是培育红色精神 ,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素

材。革命斗争的曲折复杂性将红色精神播撒到全国 , 各

地都有大量优质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可以使用。利用丰

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 探索以各种教学和实践方式宣传红

色精神 , 教育大学生成长成人 , 塑造大学生精神世界。

“高校要将红色基因教育列入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育建设规划 , 入课堂入教材入大学生头脑 , 依托思想政

治理论课主渠道 , 广泛开展学习教育活动。”[4] 红色资

源进教材不仅仅是思政课教学的需要 , 也是传承红色精

神的必须。要鼓励各地高校在思政课教学中以红色精神

为抓手 , 组织探索开展新时期思政课教学改革和实践工

作。在红色精神进课堂的同时 , 也要充分挖掘精神背后

的深刻意旨 , 寻找精神传承背后的规律 , 通过课堂教师

的解读,实地参访各类红色资源,研读精神背后的信念,

促进红色基因在大学生头脑中生根。红色基因凝聚了红

色精神 , 凝聚了先烈志士的信念 , 要将这份精神和信念

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发扬下去。

充分利用思政课堂和课外实践积极融入红色精神 ,

也激活红色基因。“红色基因与大学思想政治课课堂理

论教学方面实现有效对接的把控能力 , 从而真正将红色

基因打造成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理论知识讲授的有效输

出载体。”[5] 红色基因的培育和传承需要依托红色精神

载体 , 作为一种精神和信念的核心特质 , 红色基因具有

无穷的生命力和活力 , 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实中 , 它总

是会和时代共鸣。“井冈山大学将办红色励志班作为学

校传承井冈山精神的一个重要抓手 , 利用红色资源对大

学生进行培养。”[6] 在课堂之外 , 设立丰富的实践活动

形式 , 如社会实践调研 , 参访革命遗迹、纪念馆 , 该校

还利用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奔赴革命老区 , 革命和革命

事迹进行采访、记录和出版 , 将革命教育 , 红色精神传

承 , 红色基因的植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 发挥了良好的

教育作用。这些活动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 促进了红色

基因的激活与生长。甘肃高校结合西路军红色资源 , 将

西路军精神融入课堂“在全校范围内或部分专业开设与

西路军精神相关的课程供大学生选择学习。”[7] 还有很

多高校在探索各种新的实践形式 , 积极宣传本地优秀红

色文化资源 , 将红色精神贯穿其中 , 让红色精神在课堂

内外能够绽放光彩 , 让红色基因在依托红色精神 , 在更

多的大学生精神世界深深扎根。

三、以精神内化促进红色基因传承
红色基因传承是理想价值信念的传承 , 它凝聚在红

色精神之中。代代相传的红色精神包含着红色基因 , 红

色基因在不同的时代形成了不同的红色精神 , 这背后其

实贯穿着同样的理想价值信念 , 贯穿着同一种红色基因。

这种理想价值信念是红色基因的外化表现 , 也是红色基

因赖以传承的基础。近代以来 , 民族独立、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的理想价值信念是一代代革命先烈投身革命洪

流 , 以热血夺取革命胜利的最强精神动力。这份信念支

撑他们为革命不懈奋斗 , 为理想前赴后继。新时代的高

校学生既要继承发扬红色精神 , 也要将这种精神背后的

理想价值信念 , 即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发扬红色精神就

是继承理想价值信念 , 只有真正将为国家富强、人民幸

福奋斗终身的理想价值信念扎根头脑 , 红色基因才具有

传承的基础。理想价值信念凝聚了一个人的精神价值需

求 , 体现了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精神觉悟。随着人

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 人们的精神追求和自我实现的欲望

就会更加迫切。无论社会如何发展 , 理想价值信念始终

是影响和决定人的选择和命运的核心因素。只有具有崇

高的理想价值信念 , 才能以家国天下为胸怀 , 只有树立

了崇高的信念 , 红色基因才能落地扎根。

精神内化是人精神世界建构和形成的路径。大脑获

取的外界信息通过思考、分析、批判建构到精神世界中 ,

人的精神世界依据已有的认知价值体系分析理解信息 ,

根据自身的认知能力和价值体系来做出判断取舍。这种

价值体系衡量标准包括趋利避害、满足欲望、精神升华

等。这些外界信息据此被分类、过滤、判断、归纳 , 凡

是被吸收、接纳的信息都会记忆并用于丰富、完善甚至

建构精神认知体系 , 形成精神世界。这是一个不断地循

环往复的过程 , 大脑思维活动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不断地

建构认知体系 , 建构与世界的联系。内部精神世界的重

构既是对外部世界深化认知的客观需要 , 也能够更加有

效地把握客观世界 , 在实践过程中能更加有效地做出判

断、选择和行动。主客观世界都在这种迭代认知建构中

相互影响 , 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以实践为形式实现统

一。红色基因所蕴含的理想价值信念满足人精神升华这

一价值诉求。对于能够满足精神升华价值的客观存在 ,

人会自发、自觉地选择、接纳、认同并直接内化到精神

世界 , 而不会在重复分类、过滤、判断等过程 , 即一旦

人建构了相关精神世界 , 建构了相关的认知、判断、评

价体系 , 对信息的获取和消化吸收就大大简化 , 大脑的

认知过程会简化 , 将新认知体系不断镶嵌到精神世界 ,

形成更加全面的精神世界。精神内化就是通过后天的实

践活动建构认知体系形成精神世界 , 内化的精神世界也

衍生出理念价值和规则体系指导人的客观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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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红色基因以精神内化形式内化于心 , 才能在人

的实践种中实现传承。红色基因的载体是以红色精神为

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 , 这是人精神世界之外的客观存在 ,

其存在形式有英雄人物、英模事迹、革命历史景点、纪

念馆等。客观存在是精神内化的必要条件 , 但是不是充

分条件 , 要想通过内化形成精神世界 , 还需要通过有效

的环境熏陶、教育引导、思想理论解析 , 促进这一过程。

只有红色基因通过内化进入人的精神世界 , 才具有了影

响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和可能。精神升华是人的一种高

级价值诉求 , 当精神升华被激活时 , 人的精神世界也会

将升华作为主要的价值诉求 , 会选择屏蔽或者忽视基于

本能的那些价值诉求 , 促使人在实践行动上能够做出符

合自身精神价值体系的选择 , 满足精神升华这一价值追

求。人思考和行动将以更好地升华精神为指导 , 而不是

停留在功利或者相对低级的利益诉求层面。大脑也会衡

量如何做出正确的行动选择来满足精神的这种要求。人

可以通过模仿、学习、比照、创造性改进等方式 , 以红

色精神及其背后的具体人物、具体要求来规范自己思维

和行为举止 , 激发自身主观能动性积极进行实践活动 ,

实现不同时空背景条件下相同价值诉求的共鸣 , 形成新

的时代精神 , 红色基因也就通过这个过程实现了传承。

红色基因通过精神内化在一代代人之间传承下去。

继承发扬红色精神 , 不仅仅是学习仁人志士、英雄楷模

的英勇事迹和精神 , 更是对他们精神价值理念的继承 ,

只有将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

传承下去 , 红色精神才能在不同的时代绽放光辉 , 红色

基因才能实现传承。红色基因通过精神内化将所蕴藏

的精神价值理念融入到青年学生的精神世界 , 让他们无

论人在何处 , 心在何方都会以报效祖国 , 服务人民作为

崇高的价值追求 , 作为精神升华的唯一选项 , 顽强拼搏 ,

锐意进取 , 树立崇高的理想和精神价值追求 , 在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过程中 , 继承先烈遗志 , 学习先烈精神 , 积极、

主动、自觉、往我的投入到工作中 , 为推动我国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不断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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