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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影响下的维吾尔族大学生思政教育研究 
热迪力.亚森  沙迪娅.胡拉木坚  米尔阿迪力.艾比不力  热依曼.阿布都克依木  李停 

（陕西中医药大学  陕西咸阳秦都区  712046） 

摘要：记忆是关于过去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建构力量，红色记忆是基于红色文化而生成的集体记忆，对红色文化的一种选择性建

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红色记忆的浸润，这是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以及心理基石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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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Uyghur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d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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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mory is an active construction force about the past. Red memory is a collective memory generated based 

on red culture and a selective construction of red culture. I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consolidate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and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which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infiltration of red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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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位于我国西北边陲，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为新疆的解放、

民族团结以及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奋斗，红色记忆充满天山南北，

新疆各族人民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历程。同时，这些记忆

是新疆共产党人不断奋发向前的载体。维吾尔族大学生作为新疆的

重要群体，其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到新疆的稳定发展。当前，如何加

强维吾尔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值得研究的课题。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

的历史经验。①红色记忆是民族认同和国家凝聚力的源泉。康纳顿提

出通过纪念仪式的操演可以实现社会记忆的传播，并将其称为“体

化实践”，主要通过人们的行为举止“体化”历史在场。②开展红色

记忆实践活动，是将维吾尔族老党员的个体记忆转化为维吾尔族大

学生的集体记忆，在实践活动中实现维吾尔族大学生红色记忆认同

的凝聚。深入了解、学习、研究红色记忆、红色历史，发挥红色文

化的育人功能，能提高维吾尔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增强其

政治认同。 

一、红色记忆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

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文化灿烂且具有近 5000 年悠久

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人历来重视历史的记忆和传承，而且也正是

这� 优良的传统才使得中华民族在曾经的辉煌和众多的灾难、战争

甚至被奴役几近消亡的严酷状态下仍然能够延续至今，正是那些曾

经辉煌与苦难的共同历史记忆才造就了中国人民共同的民族意识，

以及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记忆具有时间和空间尺度，是一个动态单位。每个时代的

社会记忆具有差异性，具有各自时代的特征，也烙印着当时的社会

价值和集体认知。红色记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记忆，它是关于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建设和改

革各个时期建树丰功伟绩的集体记忆。③红色记忆是国家人民的记

忆，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打倒列强，克服艰难险阻，追求美

好生活的记忆，具有时代性和时间性，承载着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要发挥

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把红色基因一

代代传下去。”④正是这些共同记忆造就了中国人民共同的民族意识，

超越时空的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精神气质。 

二、红色记忆融入维吾尔族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高校必须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红色记忆是宝贵历史经验的升华，是民族认同和国家凝聚力的源泉。

建构并夯实红色记忆成为时代所需，有利于形成情感共鸣，提升中

华民族凝聚力，增强维吾尔族大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认同

感、荣誉感。红色记忆是将时代记忆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洪流中，把红色文化融入爱国主义教育之中。 

（一）在实践活动中将红色记忆融入维吾尔族大学生思政教育 

实践育人主要通过组建维吾尔族学生实践团开展实践教育活

动，使学生通过亲身实践得到感知、感悟，提升思想认识，增强维

吾尔族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通过组建维吾尔族大学生红色记忆实践团队，收集维吾尔族老

党员的访谈资料，跟随维吾尔族老党员回忆新疆发展的历史，了解

中国共产党给新疆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升华新时代维吾尔族大学

生的爱国情感。让维吾尔族大学生体会到不同年代的不同生活，当

时的生活让爱国主义情感植根于心。组建红色记忆宣讲团队，开展

红色故事宣讲会和红色记忆宣讲会，通过这些活动传承革命先烈的

爱国情、报国志，深化维吾尔族大学生对红色记忆与红色文化的认

知，让维吾尔族大学生更好地懂得生活在党的关怀之中是多么幸福。 

（二）在网络平台上将红色记忆融入维吾尔族大学生思政教育 

当代青年大学生受网络影响较大，必须牢牢把握高校网络思政

教育阵地，发挥网络平台的宣传作用。实践团队成员通过线上线下

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利用抖音平台，红色记忆微信公众号引导学生

浏览，提高网络思政的影响力。在官方抖音账号推介“维吾尔族老

党员的红色记忆”，以视频叙史，让少数民族学生在重温“红色记忆”

的同时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进而坚定少数

民族大学时树立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理想。同时，利用好抖音，

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培养好能讲会讲的维吾尔族大学生，让

学生认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必须发扬红色精神，传承

红色文化，从而起到宣传红色文化的作用。 

（三）在学生组织中将红色记忆融入维吾尔族大学生思政教育 

将红色记忆与学生组织有机融合起来，发挥学生组织的作用。

进一步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政治引导、思想引领与爱国教育的实

效。学校可组建校园红色文化社团，排练革命话剧、舞台剧等来还

原革命场景，通过情境式还原，使学生身临其境重温历史，感受中

国人饱满的精神力量，跨时空的产生心灵共鸣，深化对红色文化、

红色记忆的理解；组建红色记忆宣讲社团，组织宣讲会探索利用红

色记忆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活动内容。以班团

为单位，开展红色记忆和红色文化的校园活动。将红色文化育人变

成系统化常态化工作，在潜移默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四）在红色教育活动中将红色记忆融入维吾尔族大学生思政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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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景点所代表的红色文化具有无形力量。通过红色景点的参

观学习，同学们可以看到有特色的革命足迹，感知到红色力量，可

以通过看到的革命英雄人物来坚定理想信念，培育学生坚韧不拔的

意志品格。红色记忆带有强烈的红色力量，通过这种红色力量，无

形中激发青年人的激情与斗志。通过红色记忆拉近少数民族学生与

革命先辈峥嵘岁月的心理距离，让他们感受到英雄楷模的精神力量，

传承红色基因，深化维吾尔族大学生对红色记忆和红色文化的认知。 

（五）用红色故事将红色记忆融入维吾尔族大学生思政教育 

当前高校学生主体已经变为 00 后，怎么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

给少数民族学生传递红色文化至关重要。可以通过演讲、宣讲、网

络视频及话剧等方式利用挖掘好红色资源，让少数民族学生将有深

刻思想内涵和丰富文化底蕴、有吸引力感染力的红色故事讲出去、

宣传出去，打造红色教育阵地。少数民族学生亲自参与其中讲述革

命志士可歌可泣、催人奋进的感人事迹，亲身体会无数仁人志士为

了祖国的统一和新疆的稳定，抛头颅，洒热血。这既能推动红色文

化入心入脑、落地生根，也能通过少数民族学生的宣传让红色文化

在少数民族学生中活起来、传开来，让更多的人看得见、记得住。

在今天，通过讲述红色故事还原历史场景，将红色记忆固化，让红

色力量入脑入心，强化维吾尔族大学生爱党爱国之心，让维吾尔族

大学生成为先辈奋进力量的传承者。 

三、“红色记忆”融入维吾尔族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价值 
（一）创新维吾尔族大学生思政教育新途径 

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课往往以灌输式教学为主，学生主要被动

的接受书本上的理论，往往出现学习懈怠，不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课的现象，有时甚至出现逆反心理，思政效果明显下降，教学效

果不佳。而把红色记忆融入维吾尔族学生思政教育中，为思政教育

提供新途径。学生通过参观红色景点和革命遗址等在场体验红色文

化、感受红色力量；通过暑期社会实践深化维吾尔族大学生对红色

记忆与红色文化的认知；通过红色故事的讲述了解革命事迹，将红

色故事传递给朋辈，形成朋辈共学红色文化；通过社团等学生组织

将红色文化育人变成系统化常态化工作，在潜移默化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通过以上方式将红色记忆融入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中，

学生由红色文化的学习者转变为传承者和传播者。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不仅能够有效发挥红色文化的育人作用，更有助于学生形成唯

物辩证的正确历史观，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教学途径。 

(二）增强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历史认同感 

历史认同感能培养学生正确的国家民族观，能增强中华民族的

凝聚力，而历史认同感的前提条件是保留“历史记忆”，红色记忆是

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增强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历史认同感上

具有教育价值。通过口述史方法展现红色记忆，增强学生的在场感

和体验感，强化维吾尔族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通过与当

代幸福生活对比，让维吾尔族大学生意识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努力奋斗。 

(三）加强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当下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来自课堂，如果将红

色记忆引入日常思政教育和课堂教学中，学生的接受力和理解度会

更好。充分利用红色记忆，让学生真实的体验到历史的真实性，通

过红色记忆的展现使历史更具有在场感，潜移默化中加强维吾尔族

大学生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教育，对加强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思

政教育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能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四）引导维吾尔族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大学生正处于“半成年”阶段，介于学校和社会之间，双向接

收信息，而面对复杂多变的信息及网络上的各种观念导向，缺乏一

定的甄别力和判断力，被错误和有害的价值观，容易陷入迷茫状态。

通过多种途径将红色记忆融入维吾尔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提

高学生的红色文化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可以正确的引导维吾尔

族大学生的价值观，增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通过参观红色革命遗址、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等红色景点，聆听

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跨越时间的在场体验让大学生更深刻地感受

与体验革命先辈所处的艰苦历史环境和复杂的政治环境，学生也能

设身处地地去体会革命先辈的艰辛与磨难，理解当前美好生活的来

之不易，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判断力和辨别力，始终保持革命先辈的

大无畏奋斗精神，深化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信仰，大力发扬红色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红色记忆是长时间范畴的价值记忆，是红色文化的代际传递和

认同，承载着中国的主流价值。红色记忆是一个广而大的概念，不

仅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不懈奋

斗革命历史的记录，更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史的记录。我国是

多民族国家，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统一体，⑤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全体成员对共同红色历史的内在认同，也离

不开全体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定信仰。 

红色记忆与高校大学生思政教育融合是有效的思政教育形式，

是将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从书本延伸到社会，涵养高校大学生的家

国情怀。高校思政教育者要从爱国主义教育出发，深入挖掘红色文

化，创新思政教育形式。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后代子孙对国人所遭受

的伤害以及革命先辈所付出的牺牲与努力知之甚少，让大学生铭记

我们曾经的 “受难记忆”是重中之重，通过认识苦难深化大学生的

爱国之情，让学生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责任。

总之，通过红色记忆使大学生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以及

其历史价值内化为习惯记忆，同时激活人们的集体情感进而形成价

值共识，不断凝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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