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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在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优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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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色资源是党革命和建设时期创造的优质精神之源，也是对党员干部群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精神财富。

从归属性质上看，红色资源应当划分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去，通过红色资源对干部党员干部群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

充分的体现出党的先进性教育作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有效地维护主流意识形态指导地位，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着诸多的优势，能够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群体的党性意识，是不可多得的优质思想教育资源，

因此必须要进行充分的发挥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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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红色资源不仅包含了革命文物以及纪念馆和革命遗址等

物质层面上的内容，又包含了先进的革命理想信念，以及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等精神层面上的内容，除此

之外，还涉及到革命建设时期积累的执政经验，以及先进的

规章制度等。对于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充分的运用

红色资源能够进一步地体现出党的先进性教育作用，在最大

程度上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在党员干部思想当中的引领地位，

从而有效地保障党的生机活力。

1 红色资源概念界定和具体特征分析

1.1 红色资源概念界定

对于红色资源的界定，截至目前为止，学术界仍然没有

统一的定论，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和方向进行了阐述，

一致性较高的观点，是从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两个层面，对

红色资源进行界定。学者舒毅彪提出，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之下，在长期的实践斗争过程当中，全国各族人民通

过革命建设所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资源。红色资源的创作

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形成于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可划分成物质及精神两个层

面物质层面，主要涉及到战斗遗址以及革命文物和相关博物

馆、纪念馆等而精神层面，主要涉及到革命志士在革命及社

会建设时期用鲜血和灵魂铸就的坚定理想信念，以及崇高的

爱国主义精神。除此之外，革命建设时期的优秀执政经验和

民主思想等都属于红色资源范畴。

1.2 红色资源具体特征

1.2.1 优质性

红色资源的优质性，主要包含内容的丰富性，以及思想

的引导性和理论的科学性、形势的强大性等方面，除此之外，

还拥有较为强大的感染力。丰富性主要涉及到了相关的先进

理念，以及高尚的思想观念和优良的作风。例如“不拿群众

一针一线”的优良作风就属于红色资源的优质性。思想引导

性主要表现为拥有较为坚定的理想信念，引导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过程当中和与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进行了深

度的融合，具备理想信念教育的基础，拥有积极奋发的强大

动力，具备十分强烈地引导作用。理论的科学性主要指的是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过程当中，通过革命建设形成了

红色资源，拥有着实践性和科学性的理论元素。形式多样性

主要指的是红色资源，不仅包含静态的口感的物质形式，还

包含无形的以及精神层面的形式，能够通过文艺活动或影视

作品等形式存在，因此形式多样化。红色资源所具有的强大

感染力主要指的是红色资源能够通过其自身的价值作用塑造

起积极正面的三观，营造良好的社会发展氛围 [1]。

1.2.2 特殊性

红色资源主要产生于革命和建设年代，距今时间较长，

且分布十分广泛。由于中国革命有着十分特殊的革命道路，

而革命足迹也遍布大江南北，在经济交通不发达的偏远地区

都有着广泛的分布，而时间久以及分布范围较广的特征也决

定了红色资源必须要通过转换之后，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其教

育作用。从整体上看，全国有着众多的物质形态红色资源，

然而所有的红色资源，例如革命遗迹以及档案资料等都具有

唯一性，所以在数量上十分稀缺。红色资源的价值是客观存

在的，却也通过抽象的形式潜藏于社会之中。其隐含的价值

观念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精神和优良作风的真实写照，拥有

持久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所以具备价值的抽象性和永恒性。

红色资源具有与时俱进，在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之上，红色

资源和现代化的建设实践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其内容和形式

得到了有效的丰富和创新，也为当下的改革开放注入了全新

的活力和支持。  

1.2.3 真情性

红色资源具备真情性的特征，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都是有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所构成的，其所具有的真情实

感能够直击观众的内心，打动观众的情感，也是中华民族文

化自信的有效展示。

2 红色资源和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分析

2.1 红色资源与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都属于思想政治

教育系统

红色资源区别于其他资源，拥有着经济以及文化和政治

等多个资源的优势特征，其本质属性以意识形态性为主，是

红色资源的具体内容和存在精神所决定的，红色资源和思想

政治教育都具备坚定维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致力于

传播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和价值观念，因此两者都属于思想政治

教育系统。红色资源和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相伴相生，红色

资源的发展和形成是在改革实践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不断发展

的背景下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看红色资源也是思想政治教育

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措施，能够进一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

实现，两者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

尽管红色资源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然而基于现实的角度来看，红色资源最大的价值是以教育的形

式充分的引导人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其根本目的和思想政治

教育的目的是高度一致的，所以红色资源不仅能够有效地满足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需求，还能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革命精

神宣传以及思想一致建立的重要资源。

2.2 红色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和党的先进性教育为主

利用红色资源开展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

过红色资源为载体的，致力于传播党的先进革命理念及革命

精神和革命文化，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行深刻的

教育，有效地凸显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本质，红色

资源和思想政治教育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都有着坚定的维护

作用，两者都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存在一致的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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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目标，所以充分的运用红色资源对党员干部群体展开

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相应的教育活动，从本质上看是属于国家主

流意识形态的教育活动，有着十分鲜明的教育和警示作用。我

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

因此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以红色资源为主，更有

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开展。共产党在革命建设的发展

阶段，由于具备先进性和革命性，所以被人民群众推选为执政

党。然而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并不是一直不变的，执政党的先进

性不能够得到完全的保证，所以共产党一直处于先进性建设的

过程中，红色资源所体现出来的先进价值理念以及崇高的价值

追求都充分的体现出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和坎坷，彰显了老一代

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怀和价值追求，始终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的人生理念，敢于把个人利益融入到国家发展中去，而这些都

能够作为党的先进性教育资源，让党员干部群体能够体会到中

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接受思想熏陶和文化洗礼，从而树立

起正面的价值观，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 [2]。

3 红色资源对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优势分析

红色资源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和内容，也是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载体和诸多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类型有

所区别，其拥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

3.1 全方位育人优势

红色资源所具备的独特功能及特征能够在对党员干部思

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当中形成全方位育人的环节，主要体现在

多个方面，首先有助于提升受教育者的理论素养水平。一般

情况下，红色资源教育主要通过宣传讲解以及理论学习培训

和专题研究等方式开展，而这些活动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受教育者的理论素养。红色资源拥有着强烈的心理引导和

示范功能，其中具备了先进革命建设者坚定的理想价值观念

和乐观主义精神，能够在情感上以及思想上对受教育者起到

良好的引导，有助于受教育者解决存在于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拥有红色资源的乐观主义精神，最终通过活动的开展培养积

极向上的心理品质，达到心理治疗的作用。以亲身体验的形

式直击心灵深处，有助于受教育者启发心灵，并进一步磨练

意志，有效地提升审美兴趣，从整体上看，通过红色资源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使受教育者得到全方位的发展，

从而达到全方位育人的优势 [3]。

3.2 生动直观的优势

通常情况下，红色资源还会开展现场教学，在纪念馆以

及红色纪念基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直观的引导，而受教育者通

过观看革命文艺影视作品以及传承红色歌曲等多个形式。在

教育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做到了多个感官并用的目的，拥有

十分强烈的印象，充分的体现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和

直观性。不仅如此，受教育者在活动参与的过程当中，红色

文物以及红色遗址和红色建筑物等都能够给受教育者十分直

观的氛围，达到价值熏陶的目的，让受教育者能够感受到改

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力量。等受教育者看到革命时期衣

衫褴褛的战士与敌人奋力厮杀的场景时，看到被敌人百般折

磨却慷慨就义的革命烈士时，都会给受教育者带来十分强烈

的体会和震撼，感受到革命建设时期英雄对于国家的重要作

用，激起受教育者的英雄崇拜和民族意识 [4]。

3.3 实践体验优势

通过红色资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够为红色资源

增添更新的实践活力，也能够使红色资源消除历史的成就感，

和时代共同发展，让抽象的意识形态教育成为能够直接感受

的体验活动。除了开展传统的参观体验活动之外，还应当组

织一些情景再现的体验活动，例如部分地方组织开展了受教

育者“重走长征路”的活动，通过亲身感受体会到革命时期

英雄烈士的辛苦。以身临其境的环境去感受和体验历史年代

的艰辛与困难，切实的感受到革命者所遭受到的痛苦，体会

革命年代的战争与辛酸，感悟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更加珍惜

今天的和平生活，从真正意义上接受到思想上的教育和熏陶。

体验与实践是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思想观

念及价值追求的媒介，对党员干部群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践活动，有助于将革命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也能够进一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及内容。

3.4 情理交融优势

红色资源当中包含着丰富的价值情感，蕴藏着质朴的人

生价值观念和理论，能够将情感和理论进行深度的融合。红

色资源诞生于血与火的战争年代，是特殊建设时期的产物，

红色资源能够让接受教育者感受到具有真情实感的历史情

景，体会浓浓的国家情、战友情、儿女情、生死情……除此

之外，红色资源当中，那些舍生忘死不畏艰险的革命烈士，

那些有着优越家庭条件却依然投身于革命事业的战士。那些

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仍然不放弃的英雄。他们都用实际行动为

后来者诠释了家和国的关系，将自我的利益融入到了国家的

利益中去，拥有崇高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而这些都让接

受教育者深深地受到了启发，学习红色资源是情感和理念的

思辨过程，能够帮助受教育者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

3.5 党史教育优势

对于党员干部的培养来说，最为直观的教材就是中国的

革命历史。红色资源的诞生也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革命的

形成过程，具备十分强烈的历史教育功能和意义。党员干部

在接受红色资源的教育之后，能够更加明确中国共产党执政地

位确立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选择等问题的重要性，全面理

解国家发展历程，拥有更高的党性觉悟和修养，所以红色资源

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相较于其他的思想教育形式有着更加鲜

明的优势特征，就是能够在思想教育的过程当中对教育者进行

党史以及国史和革命史方面的熏陶，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体能够

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念和价值观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形成文化以及理论和制度方面的有效认知 [5]。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当中，

有效地运用红色资源展开教育，能够进一步达到全方位育人

的教育目标，并且教育的形式也更加生动直观，可有效地增

强受教育者的体验感，具有浓烈的历史发展意味。在时代的

发展之下，应当不断创新红色资源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开展

更加丰富多元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让广大的党员干部群

体能够接受红色资源的价值熏陶和心灵洗礼，使广大党员干

部的思想得以升华，形成更加正确的且积极的价值观念，并

在日常的工作过程当中，拥有更加优良的工作作风，提升党

性修养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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