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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的途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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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色资源是高校在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教育资源，在高校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对学生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可以更多的增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化的作用，课堂教育的效果也会更好。因此，目前高校针对利用红色资源

对学生的教育，寻求多种科学的教育开展途径，以期在更加全面科学的红色资源教育方法的利用之下，将更加全面的知识传输给学生。

文章基于对高校利用红色资源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进行分析和研究，能够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宝贵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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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学地运用良好的教育途径开展教育实践是教育实现落实

的关键，这也是在教育的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固定教育操作模式

和规定性的教育方式。因此，只有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利用

更加规范化的教育方式和途径，将教育模式化和科学化，才能够

更好地丰富对学生的教育。教师运用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结合

物质教育层面和精神的教育层面两个方面，实现内容的整合，将

宝贵的红色教育资源更好地转化为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由

此产生良好的教化作用，激昂红色资源在教育中能够产生的教育

价值发挥到最大。因此，高校教师构建完善且科学的政治教育体

系，在能够充分将红色资源融入进教育之中的基础之上，使得学

生在教师良好的教育引导之中，学习红色文化知识，结合专业思

政知识，实现更加深化的理解和学习，从而自身的个人境界也就

能够得以提升，拓宽自我格局，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一、以红色资源为教育载体进行教学

讲授式的教学方式，是当代大多数教师都会采用的一种十

分典型的授课模式，也存在于大部分的高校课堂教学之中，在

这一教学方式的运用之下，更多的教师会以自身的教育主体对

学生开展教学，并且对于教师的主导教育作用的要求也是相对

较高的。然而，由于时代教育发展的不断变革，当代高校的教

育之中，也就更需要教师在突破传统的讲授式的教学模式之中，

将课堂教学进行个性，实现教育途径的创新。从教师的思想政

治教育方面进行分析，要想更好地将红色资源渗透进课堂教育

之中，首先，教师也就需要充分依托红色资源，将其作为课堂

教学的载体，结合引导学生学习的多种教学方式，突破以自我

为课堂教学主导的局限，从而促进教育的良好发展 [1]。例如，

当教师将红色资源作为载体，对学生开展专业的思想政治知识

教学时，为了防止思政内容流于形式、到不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教师也就需要将教育更加具体化。教师选取与学生生活较为贴

近的典型案例，不仅可以突出教育的主题的强烈的思想性，还

能够更好的为学生所接受。在定期开展一定的思政理论课程调

研考察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将其中所经历的事情以及所思所感

分享给学生，结合考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饶革命根据地

等等红色胜地，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兴趣，而后结合一

定的思政教育知识，实现两者的教育相融合。 

二、结合红色资源，利用多媒体开展思政教学

在高校更加完善思政教育体系的进程之中，教师不断的思

考将红色资源融入思政教学，也就可以基于多媒体发展的背景，

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模式，实现教育资源的深度整合 [2]。由于红

色资源的呈现形式大多数都是物质层面的，在教师运用资源进

行讲学时，如果没有一种具体化的呈现，就很难将其融入课堂

教学中，使得学生仅仅在一种想象式的学习状态下进行学习，

最终的学习效果也是不好的。因此，在教师更加充分的运用多

媒体的信息技术开展思政教学时，结合红色资源，可以将资源

中的语言、文字以及图像和声音等等多种元素进行良好的结合，

最终通过幻灯片放映和投影的形式向学生做出展示。在这一教

学方法的运用下，教师不仅可以更好的提升自身思政课程教学

的效率，还使得整体的教学质量得到更好的提升。例如，教师

可以通过投影，为学生放映有关红色资源的丰富图片和影像，

结合优质红色资源的整合视频，帮助学生从直观上实现更好的

记忆和理解。在教师讲解到有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及“中国近代史纲要”等等思想课程时，

这些优质红色教育资源和教育途径方式的运用，都是十分有效

和具有可利用性的。

三、利用红色资源开展研究性的思政教育

思政教育，顾名思义，是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帮助学生实

现思想方面的转变和深化的，以科学的思想充实自我的大脑。

因此，只有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的用自我

的思维进行思考和学习，用心参与，才能够收获到更多的专业

知识，教育才会更加有意义。高校教师利用红色资源对学生开

展研究性的教育，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教育方式和途径的创新与

变革，更是针对对于学生的思想深化和能力提升的创新。例如，

教师可以以某一具体的红色资源为载体，在研究性教学的模式

运用下，要求学生针对这一红色资源寻找其发展背后的故事和

历史渊源，从更多的细节方面为入手进行思考。学生可以以小

组为单位进行研究和探讨，还可以将实践学习进行有机结合，

促进学生的思政学习实现一种研究性的学习落实。在这一过程

之中，学生对于红色资源知识的认知会更加全面，在学习欲望上，

也会大大提升。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校教师更多的利用红色教育资源，帮助学生

能够在思想政治课程知识学习之中，更多的受到红色资源知识

的引导，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强化自我内心，升华格局

和自我境界。并且以红色资源为良好的知识引导，促进对专业

的思政知识的学习深化。当代大学生群体是国家发展的未来，

也是民族的希望，只有高校教师充分落实对学生的思想教育，

帮助学生树立理想信念，整合教育资源，增强课堂教学的实际

效果。教师将课堂教学灵活化，充分融入红色教育资源，使得

教师所教学的知识更加活跃和具有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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