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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红色文化融入高校育人体系的思考
董正杰

（常州大学体育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部分，是新时期启迪人民智慧、砥砺人民意志、提升人民信心的重要精神涵养。推进红

色文化融入高校育人体系是新时期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总任务目标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充分发掘利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培育建设高校大

育人格局，增强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针对推动红色文化融入高校育人体系中存在的红色文化资源整合不够、缺乏融合措施的难题，可

在课程教学、实践活动、校园文化三方面逐步推动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最终推动形成高校红色文化融入育人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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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支撑民族发展的灵魂，是维系民族共同信仰的重要精

神纽带。我党历来重视文化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先后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抓实文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将文化自信

作为“四个自信”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部署落实。

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红色文化作为一个闪耀的红星，是

我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积极吸收并创造出来的优秀文化，代

表了党和广大人民的优良品格，不但是人们价值观体系的重要构

成要素，也是促进国家凝聚、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精神源泉。

从广义角度而言，红色革命是新民主主义之后，我党在马克

思主义的指引下，积极吸收优秀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创造凝结的优秀先进文化，对当代中国人民而

言，是启迪人生智慧、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优良品质的重要精神

支撑。

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任务目标的实现需要更多的文化资源

保障，推进红色文化融入高校育人体系，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总

任务目标，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有力举措。

一、推动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高校育人体系的必要性

红色文化是文化育人的重要资源，是高校育人体系的重要支

撑力量，推动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高校育人体系，不但是推动地

方红色文化资源有效利用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高效大育人格局

的必经之路，更是增强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时代呼唤。

（一）发掘利用地方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必然要求

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我党带领广大人民在革命、建设以

及改革的道路上不断奋进，全国各地涌现出了无数伟大事迹、保

留下来丰富繁茂的物质文化资源，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红色文化。

这些红色文化资源大都以英雄事迹、历史故事、思想成果和

生活旧居等形式存在，是中国人民启迪智慧、陶冶情操、磨砺意志、

充实自信的重要精神宝库。

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需要更多的贴近社会生活，

特别是需要融入青年大学生群体，通过融入高校育人体系有利于

扩大红色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增强青年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

同感和传播力。

（二）高校培育大育人格局的现实需要

高校立德树人总任务目标的基调是红色。对此，高校有必要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弄清楚自身的育人目标是什么，积极

围绕社会主义接班人以及建设者的培养来搭建育人格局。

同时，我们能够看到，我党始终以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建设为

志向，对此，高校应当致力培养出一批拥党、爱党以及敬党并且

立志为中华民族复兴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我价值的

有用人才。

新时代，贯彻高校立德树人总任务目标需要从红色文化中汲

取力量，高校应从课程体系、专业培养、教学教材等方面综合融

入红色元素，对青年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进行红色塑造，

以红色文化教育保障立德树人工作有正确的价值引领。

（三）增强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时代呼唤

红色文化是塑造当代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来源。

近代以来，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华民族一度遭受折磨和打击

的境地，相对西方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遭受质疑和非难，民

族文化自信成为影响人民发展的重要问题。

新时代，党中央提出文化自信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要重新塑

造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支撑，红色文化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在艰难

环境中不断克服困难、创造辉煌凝练形成的，是支撑新时代人民

理想信念、提升民族自信心的核心力量，是当代青年大学生在丰

厚物质生活基础上塑造文化自信、砥砺奋斗意志的精神保障。

二、当前推动红色文化融入高校育人体系面临的难题

作为一种重要育人资源，红色文化有着十分深厚的育人力量，

就立德树人而言，与高校教育体系也有着充分的内在一致性。但

现实中，由于红色文化资源整合不够，且缺乏与高校育人体系融

合的具体措施，使得当前红色文化与高校育人体系融合不够，需

要双方进一步重视解决。

（一）红色文化资源整合不够

对于红色文化而言，其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具体来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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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涵盖了革命年代，我党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推翻三座大山，

进而获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民族独立的文化凝结，也包

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新时代我党与全国人们齐头并进，推动

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文化结晶。

与此同时，在内涵范畴方面，文化资源也有着极强的丰富性

特征，全国各地围绕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各类红色文化资源

挖掘很多，各类场馆设施、故事书籍难以计数，但并没有有效整

合各类资源，围绕特定专题、内涵整合出独特的红色文化品牌，

没能形成红色文化影响合力，对高校育人体系的辐射和影响能力

不够，不能对高校育人体系发挥应有的支撑作用。

（二）红色文化与高校育人体系融合措施不够

虽然从学理上讲，红色文化与高校德育工作有着很强的内在

一致性，但现实条件下两者之间缺乏融合措施，尚未形成育人合力。

就红色文化而言，各地主要依靠场馆资源进行宣传教育，向高校

深入不够。

就高校而言，教师主要围绕教材设计组织课程教学，与当地

红色资源贴近不够。两者之间重视不够，没有形成相互融合的共识，

红色文化与高校教学围绕育人处于“两张皮”的状态，没能建设

形成融合育人的协同机制与工作环境。

三、推动红色文化融入高校育人体系的优化路径

红色文化有着很强的育人功能，是新时代高校育人体系重要

支撑。推动红色文化融入高校育人体系需要可操作化的现实路径，

可以在课程教学、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校园文化三个方面逐步

构建融合化的育人体系，进而让红色文化能够更好地渗入到高校

育人体系中来。

（一）推动红色文化与课程教学的深入融合

课程教学是高校育人体系的核心部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

政课程是融入育人体系的重要路径。高校思政课程是引领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的重要课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围绕马克思主

义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实现铸魂育人，从而让学生

能够获得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以及道路自信，让他们

的爱国情怀得到有力提升并自觉将爱国情怀、强国志向以及报国

行为融入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过程之中 .

高校应创新课程教学方式，更多的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教材

编写，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思政课教师应结合红色文化资源在课

堂教学中讲好红色文化故事，宣传红色文化精神，引领学生践行

红色思想信念。

（二）推动红色文化与实践活动的深入融合

实践活动作为大学教育的重要一环，是学生了解社会、走进

社会的重要动力，对于他们处理问题以及实践创新能力的发展有

着巨大的助力作用。

新时期，为了进一步将红色文化渗入到高校育人体系中来，

就应当实现其和实践活动的深度融合。高校可积极组织一些具有

红色文化性质的实践活动，指引学生在真实情景中深刻体会红色

文化的精神内涵，增长红色文化学识，塑造红色文化品质，坚定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三）推动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化的深入融合

校园文化是陶冶学生精神情操的重要氛围，它通过物质环境

的精心布局引导学生树立相应的文化知觉，培育形成相应的文化

认同。

高校立德树人工作的核心是培育塑造社会主义优秀青年，这

也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功能。推动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化的深入融合，

就是在校园文化的物质布局中引入红色资源、融入红色成分，传

承红色基因，在校园场馆、道路、设施等布局中精心挖掘融入红

色元素，培育形成积极向上的红色文化氛围，作为校园文化环境

的重要特色部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红色文化，在文化生活中接

受红色文化熏陶，培育红色文化情怀，增强红色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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