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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及实现路径 
闫小飞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山西省运城市  044000） 

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历史和精神的升华，是促使学生形成完善人格，担当责任使命的重要教育资源。针对大学生的

红色文化教育，应内容充实，形式多样，落到实处，不仅要注重课外实践活动的开展，还要与课内思政教育资源相结合，形成体系，

不仅要以专题的形式展开，还要渗透到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去，以增强红色文化教育的实践性和开放性，切实培养学生的正确认知

和思想观念。本文对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及实现路径展开分析，以期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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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红色文化是脱胎于革命者奋斗历程和坚定信念的宝贵精神，是

烙印在每一个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基因中的“图腾”，具有非常重要

的研究、继承和弘扬价值。“立德树人，培智培心”是指导各个阶段

教学工作的“红线”。大学是我国教育的高端部分，学生们将接受高

等教育中实现自身素质的 终定型。过去，不少大学思政教师的思

政教育工作缺乏足够鲜明的主题，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明

显不够，没有设计出相应的思政教育思路和办法，这显然是非常不

可取的，必须要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一、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代表着他们将来都是参与祖国建设

的栋梁之材，那么他们的综合素质高低就直接决定了未来国家的发

展水平。红色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源和基本，对于个人的

人生发展有着非常大的指导价值，同时能够很好地规范一个人的言

行举止，无论对于个人的成长还是社会的建设都非常有利。 

通过在大学思政教育中融入红色文化，大学生们的思想觉悟将

大大提高，在学习和以后的工作、生活当中能够变得更具有信仰，

并拥有坚定的意志，树立起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

定信心，同时拥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奉献一切

的觉悟，成为将来国家建设的合格参与者。 

另外通过对红色文化的利用，大学思政教育的内容也将变得更

加优质、丰富，具备了开展主题教育的良好条件，这对于我国的高

等教育发展建设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同时还能促进大学思政教师

乃至全体工作者综合素质的显著提高。 

二、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现路径 
（一）结合课内教育资源开展红色文化的思政教育融入 

1.根据教学理论内容开展红色文化教育 

对红色文化的弘扬已成为我国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而红色文

化在教育领域中的渗透更是体现出了强劲的发展趋势，因此大学思

政课程的教材中也会有大量体现红色文化的理论成分。大学思政教

师要在开展课程理论教学的过程中深入挖掘、总结涉及红色文化概

念的内容，引导学生利用课程理论思路同步完成对红色文化的能动

解读和有机吸收，从而促成有关生本道德素养的形成和强化。 

例如，教师可以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项理论主题

来进行专题讲解，一方面以该项理论为实例来介绍社会意识和道德

形成的因素、过程，另一方面，对这一理论内容中所蕴含的红色道

德和革命主义纪律观、价值观做详细的解读， 后结合实际场景做

进一步地代入提炼。 

2.根据教学实例内容开展红色文化教育 

大学阶段的课程教学虽然具有更强的理论性，但是必要的实例

对于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吸收理论知识也是十分必要的，而这些实

例资料中也常常蕴含着高品位的红色文化“矿藏”。大学思政教师在

引导学生解读课程实例时，同样要有意识地挖掘、剖析其中的红色

成分，并发挥出实例所具有的直观性、具体性展示优势来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认同红色文化，将生本道德素养的优化塑造工作提高

到新的质量高度。 

比如，教师可以在讲解一些涉及红色英雄人物的案例材料时，

结合该人物具体的言行来提炼出其所体现的红色品质，并就这种品

质在其他革命者身上的体现和在革命建设事业推进过程中的作用表

现做深入浅出的介绍，让红色文化和红色道德在学生心中变得更有

质感。 

3.利用课程教学主题阐释红色准则 

进入到大学阶段后，几乎每一门课程都有相当多的揭示社会宏

观运行状况的知识信息，而这些信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足可以成为

诠释红色文化的绝佳抓手。大学思政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进一步

深化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其中对标于红色文化之内涵的部

分提炼出来，而后借助深入浅出的语言来讲述给学生们听，让学生

得以对红色文化的要以形成“由点而面”的立体认知，之后继续带

领学生体会红色文化与个人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关系。 

例如，教师可围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主题，引

导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成立之日起所经历的一系列革命

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活动，着重带领学生了解诸如土地革命、南泥湾

开发、根据地农业生产运动以及抗战兵工厂建设等事件，借助详细

而客观的数据来表现出根据地在作物产量、人均寿命、人均收入等

方面的显著优势，从而让学生们对目标准则形成生动认知和高度认

同。 

4.利用课内概念介绍红色历史 

对于大学生的过渡性思维，大学很多课程的教材当中都会有相

当数量的概念解释，而这些解释材料里也一定会存在若干“红色属

性”的成分。根据这些成分，大学思政教师便能够萃取出对标于红

色文化之产生和发展过程的资讯，而后将这些资讯整合为完备的“红

色链条”，以之当作学生们认知红色文化不同发展阶段之内涵和表现

的载体， 终使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形成史形成完备、清楚的脉络体

系。 

例如，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课的讲解，

教师可以重点围绕“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政治学概念做单项讲述，

并可根据革命战争年代各地所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等机构的产生

和规模发展、职能变更等做出具体的解读，帮助学生读“人民民主

专政”的精准内涵和突出优势形成准确记忆。 

（二）结合综合实践活动开展红色文化的思政教育融入 

教学工作绝对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必须要结合对应的实践教

育。据此，大学思政教师的红色文化渗透工作要体现出对实践资源

的充分应用，从而使红色文化的渗透教育表现出更强的生本吸引力

和质感，为理想成果的取得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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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利用场景还原活动开展红色文化教育 

大学生对于具有环境综合感的活动更容易产生主观认知和心理

认同。大学思政教师要尊重并有效利用这一事实，在红色文化思政

教育工作中积极设计、组织一些场景还原活动，结合当前的红色教

育主题为学生构建起具有更强代入感、感染力和表达性的社会人文

环境，使学生在参与活动时能够以“身临其境”的模式对红色文化

形成深度理解，以此来优化红色思政教育工作的执行成效。 

例如，教师可以选择诸如“刑场上的婚礼”这一真实而浪漫的

红色故事作为蓝本，帮助或组织学生们根据真实事件创作出对应的

话剧本，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准备一些简单的服装、道具，让学

生们将周文雍、陈铁军烈士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形

象活灵活现地还原出来，使学生们在观看和表演中形成强烈的情感

共鸣。 

2.2 利用校外实践活动开展红色文化教育 

与课本、教室相比，社会无疑是更为广阔的天地，能够为学生

们带来海量的知识和文化养分。大学思政教师要在做好课内、校内

红色文化思政教育渗透工作的同时，结合当前有关工作的任务、方

向，组织学生来到社会当中去接触、吸收丰富的社会红色养分，一

方面让学生了解红色文化更为多元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也

给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践行红色文化的契机， 终实现该项工作预期

目标的圆满达成。 

比如，教师可以利用周六日的时间组织学生们来到当地的革命

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和烈士陵园等地，通过聆听讲解、参观藏

品的方式真实感受革命先辈所经历的艰苦斗争和表现出的不屈意

志，借助为英烈献花、扫墓的仪式来深刻体会革命英烈为民族独立、

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慷慨气节。 

2.3利用课外影视和文学作品开展红色教育 

大学生对于新鲜事物都怀有强烈的接触欲，对传统的教学模式

和内容容易产生“认知疲劳”。出于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和尊重大学思

政教师可以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根据对应的主题、目标以及学生们

的认知趣味，为学生播放一些具有突出“红色主题”属性的影视作

品，使学生得以在收看的同时对具体的“红色事件”和“红色人物”

形成“有血有肉”的认知。 

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们进行一次“观影课”，向学生播放类

似于《大决战》《长征》《血色湘西》等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

命力量推翻“三座大山”并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之历程的影

视剧作品或其选段等等。 

2.4利用社会资源开展红色教育 

针对青年的红色文化教育早已成为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项事

业，因此社会中必然广泛存在着大量的红色主题教育资源。大学思

政教师可以将这些资源有效利用起来，积极引导学生来到富有红色

文化氛围的场所中或参加一些社会性的红色主题教育活动，使学生

们得以更加直接地接触、感悟红色文化的精髓和真谛，继而在更高

维度上给学生以认知和精神上的感触，并进一步揭示出红色文化“育

人于心”的价值。 

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们参加一些红色文化主题讲座，系统

性地去了解一系列红色事件和红色理论，并在专业的引导下对红色

文化的概念形成更精准的认知，并可鼓励学生就关于红色文化的问

题向讲解人员请教。 

（三）结合日常资源开发开展红色文化的思政教育融入 

“寓教于常”是适用于教育工作的核心原则。大学思政教师要

以“培养学生的习惯和核心情怀”为目标，在思政教育的红色文化

渗透工作中开展自然而然的引导，帮助学生从更高维度、更深层面

切入品味、吸收红色文化，从而达成 为理想的教学引导成效。 

3.1 依托环境渗透渠道开展红色文化教育 

大学思政教师要在红色文化思政教育工作中有效利用环境渗透

的方法执行具体教学任务，在学生们经常活动的场合环境里融入一

些具有鲜明红色主题和思政教育成分的元素，使学生们无时无刻不

处于这些元素耳濡目染的影响下，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促成学

生红色意识和道德意识的有机生成、自然强化，让红色思政教育的

执行效果得到常态化、自然化的有力保障。 

例如，教师可以在教室的墙壁上悬挂一些写有“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更喜岷山千

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等红色诗句的条幅，或者在走廊两侧悬挂

方志敏、刘志丹、左权、赵一曼、邱少云等红色烈士的画像和事迹

介绍，等等。 

3.2 依托日常行为引导开展红色文化教育 

“把教育融合到寻常当中”是古来今来很多教育工作者所信奉

的科学的教育理念，这个理念所主张的就是让学生们在日常行为和

生活当中去实现对知识、文化信息的循序渐进地理解和吸收，这样

才能让教育工作的成果变得更加“瓷实”。大学思政教师要将红色文

化融入到学生们的校内日常活动的方方面面当中，通过行为引导的

方式帮助学生稳步而有效的养成接触红色文化、学习红色文化、践

行红色文化的好习惯、好意识和相关的较强的能力，并在这个过程

中慢慢形成富有自我特色的“红色道德”、“红色理想”和“红色作

风”体系，以此来作为彰显红色文化思政教育工作高维效力的可靠

途径。 

比如，教师可以在每周举行一次以“我眼中的‘红色英雄’”为

主题的演讲会活动，轮流选择专业里 2～3 名学生根据事先准备的材

料向大家介绍一位自己所崇敬的革命英雄及其感人事迹；也可以利

用每天的大课间等机会组织学生合唱《大 进行曲》《八路军军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梅赞》等红色主题歌曲，并可在适当时机

组织一场“红歌”歌咏比赛等等。 

工作的开展不能只凭借固定的几个环节，还要积极研究、应用

新的、更灵活的工作模式才可以。所以说在做好上面几点工作的同

时，大学思政教师还可以发动学生利用节假日时间多走访一些当地

的革命老前辈，在和他们进行谈话的过程中更为直观、生动地了解

红色文化的含义和价值，同时在脑海中完成红色文化和课内知识内

容的精准对接，进一步凸显出红色文化对课程教学成果的优化作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学教育工作者要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加大对红色文

化的思政教育开发力度，引导学生从多个方向切入正确理解红色文

化并形成对红色文化强烈的认同感，同时结合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和

学习来开辟出继承、践行、弘扬红色文化的诸多路径，为红色文化

在全社会的发扬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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