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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音乐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思路探析 
韩瑢  马方慧  梁景静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广东广州  511370） 

摘要：红色音乐具有感染性、纯洁性、崇高性等鲜明的特点，红色音乐主要由革命历史谱写而成。其中包含了革命精神、革命

事迹、革命文化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与价值，可以将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创新思政教育形式与

内容，借助红色音乐感染与激励学生，净化学生心灵，坚定理想与目标，提升学生道德品质与政治意识，使学生成为富有责任感的

新时代青年，发挥红色音乐应用价值，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但是在当前高校中思政教育工作对于红色音乐应用存在创新性不强，

内容单一的问题，致使学生难以对其产生兴趣，影响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成效。基于此本文专门针对红色音乐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创新思路进行探析，以供各界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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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提出，高校是

为社会培育优秀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场所，预示了高校的重要责

任与使命，红色音乐中包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重要的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为了完成高校育人使命，高校应将红色音乐融入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将红色音乐中蕴藏的育人价值传递给学生，使

学生深受红色音乐引领与感染，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

观，通过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式与内容，提升课堂吸引力，推

动思政教育工作创新发展。 

一、红色音乐融入当代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价值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对教育提出了全新要求，并在全国教育大

会中提出应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品德修养、培养奋斗精神、提升综

合素养、厚植爱国主义精神等教育要求，为此高校将红色音乐融入

思想政治教育中可以将以上要求作为目标，推动素质教育全面落实。 

（一）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 

随着素质教育不断推进，立德树人成为了教育领域共同的教育

目标，其目的是为社会培育富有责任感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

在此环境中高校应为学生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发展目标，引导学生

将国家发展目标视为个人理想目标为之不懈努力。红色音乐主要是

谱写了战争时期的事迹，所表达的情感明确，政治立场鲜明，其中

包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借助红色歌曲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能够提升学生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中国

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例如,学习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社会主义好等红色音乐，能够 帮助学生深度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重要意义，使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产生信任与信心，坚信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会实现富强、繁荣、昌盛、幸福的中国梦，

促使大学生积极听从党的领导，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目标。 

（二）厚植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高校的重要育人使命之一在于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热爱共产党，进而引导学生为了复兴中华而不懈努力奋斗。红色音

乐中包含了革命精神，学生在听取红色歌曲过程中深受其中精神的

引领与感染，使学生产生情感共鸣，进而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例

如我和我的祖国、祖国颂、歌唱祖国等歌曲中都包含了对祖国的热

爱，教师可以借助这些红色音乐，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爱国主义

精神植入学生的心灵中，使学生成为富有爱国精神的社会接班人。 

（三）加强大学生品德修养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为此高校应提升对德育教育的重视，将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重要教育目标，注重学生道德品质培

养，引导学生形成诚信、友善、爱国、敬业等良好品质，红色音乐

中包含了很多精神的歌颂与赞扬，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师可以借助

红色音乐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在传唱与听歌的过程中

深受优秀精神的影响，形成坚毅、勇敢、乐观、积极的人格品行，

提升学生道德高度。 

（四）增长学生知识与见识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知识技

能传授教育模式已然无法满足当下社会发展需求。需要注重学生价

值观引领、能力培养、知识提升等综合教育，其中知识提升是基础

环节，只有大学生具备了足够的知识，才能将其转化为能力，进而

实现个人价值。为此高校应明确自身的责任与使命重视学生知识的

提升，加强学生知识扩充，帮助学生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拓展学

生知识视野，帮助学生积累足够的知识储备，以此作为重要教育目

标。红色歌曲主要是根据革命时期的事迹谱写而成，其中蕴藏了大

量的知识内容，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学习红色音乐，为学生讲解红色

音乐背后的革命历史，使学生在红色歌曲中吸取关于民族、地理、

历史、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知识内容，借此扩充学生知识体系，丰

富学生文化底蕴，提升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例如十送红军、四

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等红色音乐中包含了多个领域的知识，

学习这些歌曲如同翻开了一幅幅历史画轴，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历史

与不同领域的知识，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再例如长城长、长江之歌、

青藏高原等歌曲描述了我国的美好山河，借助此类歌曲，则能够开

阔学生的视野与眼界。 

（五）培养学生奋斗精神 

当代大学生出生于和平富足的时代，没有经历过战争，不了解

战争的残酷，很多学生在娇惯的环境中形成了好逸恶劳的性格，

大的特点就是缺乏奋斗精神与吃苦精神。大学生是我国社会未来的

接班人，其自身的性格与能力关乎我国未来的发展。为此高校应重

视大学生奋斗精神的培养，引导学生将个人奋斗目标与国家奋斗目

标有效结合，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目标，能够为之不懈努力及

应对学习与生活中的困境，改变遇到困难就退缩的行为观念，抛却

奋斗已经过时的错误思想，引导学生将奋斗视为终身发展目标。为

了能够实现此愿景，高校思政教师，应为学生筛选红色音乐中包含

奋斗、努力等积极词汇的歌曲，呈现在课堂中，使学生深受歌曲的

召唤，充满斗志积极学习与工作。例如教师可以借助革命永远是年

轻、九九艳阳天、少年壮志不言愁等突出奋斗精神的歌曲推荐给学

生，引导学生积极奋斗不懈努力，形成奋斗精神。 

（六）增强学生综合素养 

新时代对教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需要加强学生德智体美劳等

综合能力培养，促使学生全面发展，这对学生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其中美育是五育并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美育教育能够培

养学生善于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使学生审美素养得到提升，

对于净化学生心灵具有重要作用。在高校中借助红色音乐开展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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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助于美育教育目标的实现，为此教师可以将红色音乐融入

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中，并向学生传授乐理知识与演唱技法，使学生

审美素养得到提升，促进学生形成综合素养。 

二、红色音乐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思路 
（一）潜移默化将红色音乐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可以运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将红色音乐文

化融入日常教育中，发挥红色音乐文化隐性教育功能，例如在高校

内部组织歌颂红色音乐，讲述英雄故事的竞赛活动，通过开展校园

文化活动，发挥红色音乐育人作用。借助当代大学生乐于效仿的身

心特点，将红色音乐文化渗透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在潜移默化的环

境中能够使学生受到红色音乐文化的影响，进而形成良好的品质，

提升学生思想高度。例如可以在校内组织抗日救亡纪念活动，在活

动中组织“抗日救亡歌颂”竞赛。繁荣红色音乐文化是创新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为了更好的发挥红色音乐文化的育人功能，教

师可以充分运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组织红色音乐文化活动，以红色

音乐文化为主题开展舞蹈竞赛、诗歌竞赛等文艺活动，将革命时期

的感人事迹与模范人物，融入红色音乐作品中，提升红色音乐的感

染力、影响力、传播力。促进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红色音乐文化，

促进红色音乐文化的宣传与发展，改变传统以课堂为主的思政教学

模式，创新思政教育内容与形式，提升思政教育吸引力，改变学生

传统被动学习的角色地位，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到红色音乐文化活动

中，成为表演者与观众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创造意识。

例如，教师可以在校园中为学生组织红色文化音乐会，在活动中积

极引导学生传唱红色音乐歌曲，如映山红、黄河船夫曲等歌曲，借

助红色音乐文化活动的开展，将红色音乐文化融入校园文化中，提

升红色音乐文化传播力。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到红色音乐文化活动中，

积极创作与表演，运用现代年轻人喜欢的形式讲述革命故事传唱红

色音乐文化，提升学生对宏伟音乐文化的认同感，培养学生爱国情

怀，倍感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激发大学生奋斗精神。 

（二）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实践锻炼 

为了将红色音乐文化有效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中，应加强知行合

一，积极组织实践锻炼，加强理论引导，以此发挥红色音乐文化的

育人价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此高校思政教师应积极开展红色

音乐文化实践，同时加强价值观引领。在高校中积极鼓励学生参与

红色音乐文化，借助实践感受革命先辈精神，以此为主题开展主题

实践活动，将红色音乐文化作为导向，强化学生历史使命感，社会

责任感与社会服务意识，可以为学生组织革命场地学习实践，通过

实践的方式传承与践行红色音乐文化。结合重大的节日开展实践活

动，如在国庆节或是纪念日组织传颂纪念红歌的活动，在活动中传

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唱祖国等歌曲。在校外为学生建设红色

音乐活动示范基地，借助红色音乐文化为主题积极在暑期为学生组

织三下乡与支教社会实践，为大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机会，使学生在

参与社会红色音乐文化实践活动中深受红色音乐革命文化所影响，

培养学生形成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提升大学生思想高度，

丰富学生知识体系，开拓学生视野，借助红色音乐文化实践活动，

践行复兴中华的梦想，构建新时代社会实践精品项目，发挥品牌效

应，提升高校思政教育效果。 

（三）科学引导规范有序，促进红色音乐文化现代化传播 

将红色音乐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中，应加强科学引导，借助

现代化的方式进行红色音乐文化宣传，提升红色文化宣传力度，以

此作为思政教育重要手段。为此高校应在校内构建网络红色音乐文

化宣传平台，通过建设网络红色文化阵地，争夺网络话语权，在网

络中积极挖掘红色音乐文化教育资源，以红色音乐文化为主题创建

新媒体与网络集群。例如借助网络开展远程音乐教育，成立远程音

乐教育学院；或者借助官方微博开展音乐学院吧 V 专栏，积极与各

个官方专栏合作，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红色音乐文化网络，提升红

色音乐文化的传播力，借助网络将红色音乐文化融入大学生实际生

活中，使红色音乐文化成为大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提升思政教育

效果。此为高校可以将社会新闻热点与红色音乐文化发展历程结合，

在校内定期组织音乐实践演出，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红色

音乐文化宣传，精心提炼与包装红色音乐文化，不断丰富红色文化

传播途径与方法，将红色音乐文化融入大学生生活与学习中，提升

思政教育吸引力，推动红色音乐文化宣传与发展。为此高校应将弘

扬红歌作为重要思政教育工作内容，发挥红色音乐文化的正能量文

化价值，提升思政教育吸引力与影响力，积极与各个高校合作加强

红色音乐文化网络建设，并在校内构建专项工作室，加强红色音乐

文化包装，构建具有特色的红色音乐网络文化体系，实现红色音乐

文化的现代化传播。在此过程中高校可以将历年组织的红色节目，

制作成为视频、音频等资料，并将其上传到微博、微信等网络中，

同时可以借助传统媒体方式将其提供给电视台，以此借助新媒体与

传统媒体等不同途径进行红色音乐文化宣传，提升思政教育的深度

与广度，以此扩大思政教育的辐射范围。为了提升红色音乐文化的

宣传力度，高校可以组织报告会，借助微信公众号，开展“我要上

墙”活动，激发广大师生 参与活动积极性，促使广大师生积极参与

红色音乐文化的宣传，在网络中积极宣传正能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借助以上方式将 红色音乐文化融入思想

教育工作中，推动思政教育工作创新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将红色音乐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全面

了解红色音乐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价值，将红色音乐文化

与校园文化结合开展思政教育活动，发挥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以

红色音乐文化活动为主题。积极开展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

感受红色文化，提升学生思想高度，促进学生知行合一，形成良好

道德品质与行为。加强网络建设，将红色音乐文化融入其中，提升

红色音乐文化宣传力与影响力，提升思政教育影响范围，推动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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