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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第二课堂中地方红色文化的应用研究 
陈露喜  黄燕纳 

（玉林师范学院  广西省玉林市  537000） 

摘要：地方红色文化承载了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红色文化传播是提升国民认同感和凝聚力的重要途径。高校第二课堂教学能实

现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是高校开展教学教育的重要途径。高校教育依托第二课堂开展实践教学，能充分发挥其实践育人功能，激

发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思维，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本文从大学生第二课堂中地方红色文化的应用价值出发，分析了大学生

第二课堂中地方红色文化的应用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提升高校第二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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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ocal red culture carries the soul of the country and nation，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red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nhance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hesion. The second classroom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can ach

ieve the teaching goal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talents，and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teaching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relies on the second classroom to carry out practical teaching，whi

ch can fully utilize its practical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s，stimulate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innovative th

inking of college students，and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local red culture in the second classroom of college students，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difficulties of local r

ed culture in the second classroom of college students，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improve the teachin

g effectiveness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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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红色文化在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弘扬民族精神和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须注重进一步盘活地方

红色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好红色文化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

正风、以学促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主题教育注入新动能，也促

进大学生全面成才。因此，第二课堂作为高校实践教学的重要形式，

将地方红色文化融入其中，对创新教育内容和方式具有重要作用，

有利于拓宽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激发学生参与第二课堂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提升高校教育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1.大学生第二课堂中地方红色文化的应用价值 
1.1 丰富第二课堂教学内容 

高校第二课堂教学始终坚持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育人目标，

以社会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思想，是高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环节。高校

在“第二课堂”社会实践中融入地方红色文化，可以丰富第二课堂

教学内容。高校第二课堂依托实践特色，围绕社会热点、焦点，以

情景互动、参观体验、志愿服务、社会调查、专题讲座、演讲比赛

等丰富的实践活动为载体，形成融合育人、实践调查等独具特色的

实践教学体系。第二课堂是高校教育工作的重要抓手，要结合高等

教育特色，深入研究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深入研究第二

课堂教育的平台、方法、品牌建设等。高校围绕新时代的伟大实践，

充分挖掘地方红色文化、校史资源，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历史融入

各学段第二课堂，以传承红色基因为核心，培育优质红色文艺活动

和红色文化实践项目，涵养师生家国情怀。 

1.2 拓宽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高校实践教学主要包括课堂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其教学

内容丰富且活动形式多样，是高校开展教育教学的有形课堂。而大

学生第二课堂包括思想政治引领、实践能力培养、社会责任担当、

综合素质拓展和等板块，属于高校教育的无形课堂。高校基于第二

课堂开展实践教学，需要聚焦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尊重教育规

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将有形课堂和无形课堂有机融合，实现活动科

学化、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让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全过程。通

过将地方红色文化与第二课堂融合，可以拓宽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使学生在第二课堂教学过程中提升自身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例

如，北京理工大学通过第一、第二课堂衔接，学分、积分并行管理，

校内、校外力量协同等多种组织形式，开展主题丰富的社会实践教

学活动。从红色革命老区到乡村振兴一线，从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到

服务北京冬奥会，学校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实现校内课堂与社

会课堂相结合、课程育人与实践育人相统一，引导学生将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之情转化为砥砺奋进的自觉行动，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

中了解国情、感知社情、体察民情，汲取精神力量。 

1.3 能激发学生能动性 

高校第二课堂采用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课外活动教学形式，

能有效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其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提升。

第二课堂注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采取知行合一的教学模式，将

地方红色文化融入第二课堂，理论联系实际，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理

论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培养他们的

潜在能力。第二课堂教学设计贴近现实，深挖红色文化底蕴，有序

推进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围绕第二课堂红色文化重点教学内容、

社会所关切的时事，可以满足大学生的精神需求，帮助大学生释放

学习和就业压力，提升职业能力和社会经验。同时，第二课堂让高

等教育回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本身，以发展的眼光帮助学生

提升自我认知，更好地调动其奋斗的主观能动性。 

2.大学生第二课堂中地方红色文化的应用困境 
2.1 红色文化的物质载体缺乏深挖整合 

实践教学是大学生第二课堂教育的重要内容，可以较好地巩固

理论知识教学成果。然而，当前部分高校并没有将第二课堂教学纳

入课程教学体系，对于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挖掘不足，多以组织学生

就近开展活动为主，对于一些关于地方红色文化的革命遗迹、红色

文化实践活动等缺乏深挖整合。此外，部分高校存在对实践教学重

视程度不足的问题，第二课堂教育手段单一。大部分教师仍然沿用

口述的教学方式，教师往往讲述大量的课本知识或是对着 PPT 进行

讲解，仅仅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导致第二课堂趣味性和价值流失。

此外，教师缺乏对第二课堂实践活动相关规划，部分地方红色文化

资源知名度低，开发度不足，教师在开展地方红色文化实践教学时

也仅仅是走走形式而已，学生缺乏实践活动，难以对社会形成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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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判断。部分高校教师虽然设计了第二课堂红色文化教学计划，

但是仅仅采用简单的参观或是调研的形式，教学形式单一，学生参

与第二课堂的积极性不高，致使第二课堂教学效果与教学目标相差

甚远。 

2.2 红色文化的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大学生第二课堂教学要求教师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和良好

的实践教学能力。然而，当前部分高校的教师是刚毕业选择留校任

教的“学生”，虽然学术水平较高，但是缺乏一定的实践经验，对红

色文化精神的认识不足，这就容易导致其在第二课堂教学中缺乏对

地方红色文化的认识，难以发挥地方红色文化在第二课堂中的育人

作用，不利于提升第二课堂实践教学的育人效果。在互联网时代，

网络舆论和社会思潮对青少年的影响较大，教师开展第二课堂教学

时不能很好地把握社会动态发展方向，在教学时缺乏对地方红色文

化和社会热点话题的解析，这就会大大降低学生参与第二课堂的积

极性，甚至使学生在第二课堂中出现反抗和不配合的情况，影响第

二课堂育人实效。因此，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加强教师对地方

红色文化的认识，突出第二课堂教学特色，使学生积极参与到第二

课堂中是十分有必要的。 

2.3 融合实践模式亟待创新 

相较于传统的课堂教学，第二课堂围绕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

培养大学生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为宗旨而开展的实践教学活

动。第二课堂包含志愿服务、创新创业、社会调查等多方面的内容，

是第一课堂的重要补充。然而，当前部分高校开展第二课堂教学时，

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引导，目标指向不明确，教学目

标脱离思政教育的总体发展方向，理论讲解大于实践教学，教学内

容缺乏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不能准确反映时代发展趋势，使大学生

教育难以达到知行合一的育人效果。此外，红色文化融入第二课堂

的方式多以活动形式展开，缺乏顶层设计，不能与教师的教学优势

和学生实际需求相结合，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红色文化应用于大学

生第二课堂的教学效果。 

3.大学生第二课堂中地方红色文化的应用对策 
3.1 丰富红色文化物质载体 

实施第二课堂教育，需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地方红色文化

资源融入育人各环节，不断拓展课程思政建设方法和途径。一方面，

高校开展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地方红色文化实践教学活动、红色文

化主题比赛活动、社会实践和志愿活动等，如“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暑期三下乡”、志愿服务、社团活动、实习实训等第二课堂社会实

践活动。高校要紧扣第二课堂教学目标和要求，利用志愿服务、专

题讲座、社会调研、参观考察等实践活动，多形式开展地方红色文

化实践教学。另一方面，高校应该建好用好第二课堂地方红色文化

实践教学基地。发挥好红色文化实践基地、红色实践教学基地的实

践教学功能，建好用好博物馆、红色革命根据地、纪念碑、烈士陵

园等地方红色文化特色资源，建设第二课堂实践教学基地。高校应

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主动对接第二课堂红色文化实践教学基地，

精心开发现场教学专题，开展实践教学。有条件的高校可以与有关

红色文化旅游基地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加强研究和资源开发，支持

各基地积极创造条件、完善工作机制，协同完成好实践教学任务。

例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与南京邮电大学共建思政红色育人实践基

地，将进一步拉紧红色纽带，用好“红色资源”，开展雨花英烈事迹

与精神进校园，在南京邮电大学建设红色育人工作站，以馆方资源

送进校园的形式，开展深度长效的合作，实现馆校共育。 

3.2 加强红色文化师资队伍建设 

高校应加强第二课堂地方红色文化教师队伍建设，强化教师对

地方红色文化的认识，优化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提升思政教师队

伍教学水平。一方面，高校应加强制度建设，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第

二课堂红色文化指导教师队伍。积极整合教师和辅导员队伍，同时

将优秀校友、党政干部、专业教师等都引入第二课堂指导教师队伍，

使其共同参与组织指导红色文化教学。同时，将教师、辅导员指导

学生开展实践活动、指导学生理论社团等纳入教学工作量，并作为

职位晋升、奖项评选的重要参考内容，按照第一课堂的标准计算课

时费，完善高校第二课堂教师指导队伍激励机制，激发指导教师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做好教师队伍的培训工作。高校应积

极开展地方红色文化专题培训，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通过经验

交流学习、传帮带学习、培训讲座等形式，组织教师参加实践研修

活动，推动教师提高对地方红色文化的认识和实践教学能力。例如，

5 月 10 日，吉林工商学院马克思学院思政智慧教学中心，“以文艺

融合思政教育，用红色文化润心铸魂”思政课教师培训班正式开讲，

在这堂培训课上，以文艺结合教育，将红色歌曲的演唱、表演融入

到思政教育课堂中，以歌叙史，以史串歌，将时代精神、红色歌曲、

美育教育融入课程讲述，培养了学员的红色文化精神。 

3.3 创新融合实践模式 

将地方红色文化与第二课堂进行创新融合，需要将第一课堂与

第二课堂结合，在课堂教学中融入生动性的地方红色文化，使学生

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念。通过第一、第二课堂衔接，学分、积分

并行管理，校内、校外力量协同等多种组织形式，开展主题丰富的

红色文化实践教学活动。从红色革命老区到乡村振兴一线，从党史

学习教育宣讲到冬奥会，深入挖掘实践育人资源，实现校内课堂与

社会课堂相结合、课程育人与实践育人相统一。此外，实体课堂与

虚拟课堂相互结合，第二课堂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开展，红色

文化融入时代新人的培养中，必须直面实体课堂与虚拟课堂互补的

问题。比如开展短视频讲红色故事、视频号发布红色诵读等，让学

生参与其中，更能实现红色文化的深度宣传。 

结语 
综上所述，将地方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第二课堂，能提升大学

生的政治素养，引领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激发大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和创新思维。大学生第二课堂中地方红色文化应用存在不

足之处，如红色文化的物质载体缺乏深挖整合、红色文化的师资队

伍建设有待加强、融合实践模式亟待创新等。高校需要秉承开拓创

新的理念，丰富第二课堂中红色文化的物质载体，加强红色文化师

资队伍建设，创新融合实践模式，不断提升实践教学的思想性、人

文性、实践性和综合性，创设出学生喜闻乐见的思政第二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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