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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北红色资源融入广西高校思政育人路径探究

——以湘江战役为例

蒙玲娟　蒋琼　朱鹏飞	

桂林理工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的珍贵材料和精神瑰宝，同时是推动高校红色教育和思政育人的宝贵资源。位于广西北部的

桂北地区的红色资源具有教育的特殊性，尤其是湘江战役，它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重要体现，是高校思政教育的独特资源，

是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载体，对帮助坚定大学生爱国情怀和理想信念、提升其文化自信和人格素养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将桂北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湘江战役为载体进行思政育人的路径研究，充分发挥与挖掘红

色育人的功能与价值，进而对红色资源的思政育人效果予以提高。本文将以湘江战役为例，对桂北红色文化融入广西高校

思政育人途径进行探究，为将来对关于两者相融合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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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教育引

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

神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指出“要扎实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多种形式讲好生动感人的革命历史故事，铭记

和发扬先烈英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精神，赓续共产

党人精神血脉”。高校思政教育要充分利用本土的红色资源，

提高思政育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引导大学生爱国爱民、坚

定理想信念，提高其在思想和行动上守初心、担任使命的自

觉性，筑牢大学信仰之基；充分挖掘桂北红色资源的爱国故

事、革命先烈事迹，带领学生重温历史，帮助大学生笃行报

国之志。

一、桂北红色资源与广西高校思政育人相融合的现实

意义

桂北红色资源对广西桂北人民浴血奋战的历史进行了

记载，凝聚了许多革命先辈的民族精神、战斗意志以及坚定

的理想信念和人生价值追求，将桂北这一红色资源、红色基

因融入广西高校思政育人具有教育、民族以及地域的优势，

同时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以及一笔巨大的思想瑰宝和精

神财富，不仅能丰富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与内容，

拓阔其教育的载体，而且对厚植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培养

其民族认同感、坚定其理想信念、明确其前进方向等具有独

特的作用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丰富高校思政育人的内容和载体

桂北红色资源是高校思政育人的重要内容和资源，是

对高校思政育人的方式方法与途径的拓展和丰富。桂北红色

资源具有丰富的物质、精神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最宝贵的

的教育素材。通过将桂北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育人，带领

学生到纪念馆、展览馆、遗址等红色革命基地实地参观学习，

利用影视作品、党史故事、英雄事迹等形式开展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在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和创新教学模式中不断提高

思政育人的教学效果，不断引导广西高校大学生要忠于祖

国、忠于人民，激励其要求真务实、勤学苦练，传承革命先

烈的果敢顽强的精神。

（二）坚定大学生爱国情怀和理想信念

中国共产党历经了百年的峥嵘岁月，在奋斗历程中所

取得的伟大成就及其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实践创造和历史

经验，对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的厚植以及理想信念的

坚定具有促进作用。桂北红色资源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

材，可以帮助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责任感，可加强大

学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而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生死攸关和中国革命的涅槃重新

的一战，显现了红军战士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坚定信念，

英勇就义、自强不息的果敢品质，坚决服从命令的纪律意识。

将桂北红色资源与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有机契合

起来，对增进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感、民族精神、理想信念教

育具有积极的助推作用以及价值引领和凝心聚魂的重要作

用和意义，可引导与帮助大学生在正确认识我国百年历史和

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发展规律，坚定其社会主义方向、

树立并坚定理想信念，激励广大青年大学生要在奋发图强中

努力成为能担任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三）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和人格素养

习近平出席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时强调，全党同志

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桂北红

色资源蕴含着我国革命先辈的爱国爱民、生死相依、英勇果

敢、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和

养分。将桂北红色资源与广西高校思政育人两者进行有机融

合，对当代大学生进行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和红色实践教育，

让学生在学习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之中增强与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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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自身的文化自信以及爱国主义情怀，帮助大学生塑造和砥

砺品格，不断引导当代大学生要深学党史，了解到肩上所负

的责任，明确前进的方向。教师通过采取丰富多样的教学形

式，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入脑入心，激发广大青年

学生学习“四史”的热情和积极性，提高其创新力和创造力。

二、湘江战役精神融入广西高校思政育人的路径探究

桂北红色资源是对中国革命的法宝和党的民族政策进

行了具体的丰富，是长征精神在湘江两岸的具体体现。在战

斗的关键时刻，湘江战役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其革命精

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份广西本土红色资

源，广西高校要充分开发和利用好，并将其有效融入大学生

思政育人的工作中，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与价值。

（一）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创建湘江战役文化学习氛

围

积极在开展校园红色文艺实践活动中加强对校园文化

的建设，创建和营造浓厚的湘江战役红色文化学习氛围与校

园环境。结合湘江战役精神，根据学校的实际与特色，对

大学生开展内容相对丰富、形式多样的红色主题实践教育活

动，如利用主题班会、成长成才课开展活动；积极以如知识

竞赛、歌咏比赛、红色故事演讲比赛等形式开展校园红色文

艺实践活动；加强学生寝室的红色文化建设、加强学校宣传

栏等地的红色文化宣传，通过开展文化周、宣传展览、湘江

战役纪念影院等不同形式的活动，在向大学生渗透湘江战役

的内涵与精神中以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以及湘江战役学习

氛围的营造与创建。在不断调动和激发广大青年学生在学习

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之中，不断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以及提高

自身的探索奉献和使命担当精神。

（二）优化思政教学内容，注重红色理论与思政育人

融合

在广西高校中将湘江战役与思政育人相融合，学校要

积极构建和完善红色教育的机制保障与组织制度，对教育渠

道进行有机整合以形成教育合力，进而达到教育效果的最大

化和最优化。在建党百年背景下，对桂北红色文化的内涵进

行深入挖掘研究以及开发利用，不断加强对本土红色教材的

编撰，充分整合桂北地区现有的红色教育资源，尤其是湘江

战役的文化内容，在教学内容中善于利用湘江战役的真实案

例和影视作品开展教学活动，在丰富教学的具体内容的同

时，不断提高教学内容的吸引力和生动性，并对教学内容和

教学环节进行精心设计。其次，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教

育能力，培养“双师型”教师，主动转变思政教育教学的理念，

丰富自身的红色文化知识，尤其是加强对湘江战役历史的了

解，对红色文艺加以继承并不断创新和发扬，帮助大学生进

一步了解湘江战役的历史文化的内涵和作品，引起学生对红

色文化学习的共鸣，进一步助推在新时代背景下湘江战役精

神与高校思政育人有机结合的教育效果最优化的实现。

（三）创新思政教育方式，发挥红色实践教育的育人

功能

湘江战役精神是广西高校开展红色教育极为重要和宝

贵的本土素材，它具有自身载体的独特性。将其有效地融入

广西高校思政育人，则要不断改革、创新和优化教学方法和

教育模式，根据学情的具体情况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

方法，采用体验互动法、榜样示范法、情景模拟法、情感熏

陶法等教学方法对大学生进行湘江战役历史内容与精神讲

授与解读，增加教育的感染力和实效性；坚持“走出去”开

展红色实践教育。让学生在参观博物馆、展览馆、遗址等实

践基地，让学生在实践参观中掌握红色教育的内涵；同时组

织开展文化周和电影节、组建红色文化宣讲团，在学生的业

余时间向其普及湘江战役历史知识及精神内涵。因此，高校

要改革和创新思政育人的方法模式，通过新颖和多样的教育

方式，充分发挥湘江战役这一红色教育资源的育人功能，实

现教育的最佳效果。

（四）借助信息技术优势，增强红色资源与信息技术

融合

新闻媒体在网络时代成了各行各业发展与竞争的重要

阵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主动占领好网络主阵地，

善于抓住主流舆论宣传的主动权；广西高校要积极构建思政

网络新阵地，借助互联网资源对红色文化进行传递和传播，

将湘江战役这一红色资源与信息技术有效融合，提高基于红

色资源载体下的思政育人效果。根据学生的成长特点与发展

规律开展思政教育，通过新媒体平台这一渠道，主动贴近大

学生以传递湘江战役的核心思想，努力实现红色文化与实践

教育的最佳效果。因此，将湘江战役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育人，

应当从单一的线下转移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育人模式。基于

“互联网＋”模式下，充分结合学生的发展需求，发挥网络

育人作用和优势，依托短视频、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介，

建立红色教育网站并在网站上传相关湘江战役的内容，为互

联网与湘江战役精神教育的深度融合予以促进与助力。通过

网络途径扩大红色教育以及红色实践教育的覆盖面，拓宽湘

江战役历史和精神的教育范围，增广红色文化教育的传播力

度以及红色基因进行外延强度。借助当今先进的信息技术，

乘势而上，将湘江战役的精神和红色文化打造成为多元化的

传播模式，同时，利用学校的专业优势积极开发高新技术，

建立学生红色文化学习的交流平台，增强学生红色学习的情

感体验和情感交流，真正实现湘江战役精神与思政育人效果

的入耳入脑入心。

湘江战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精神动力之一，

在着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其宝贵的长征精神对

高校思政育人以及大学生的爱国情怀的厚植、理想信念的坚

定以及思想品格的锤炼最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桂北红色资

源是我国红色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其内容丰富且形式多样，

是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土壤及其养分。广西高校应积极

挖掘桂北红色资源区域的优势性与独特性，研究将其融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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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高校的思政育人体系的有效途径，进而充分发挥其作为红

色教育资源的教育价值与功能，提高思想教育在建党百年背

景之下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效果。通过将两者有机融合，以红

色基因影响学生思想与沁润学生心灵，坚持立德树人，引导

大学生在敢为与有为中勇做奋斗者、实干家和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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