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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燕雪 

（南昌工学院  江西南昌  330000） 

摘要：红色文化它发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在火与血的洗礼中发展成型。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和现实价值，对于当代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有强大的教育价值和引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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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红色文化发端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其中

最为深刻的含义便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理念，中国共产党

人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信念的指引下，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开启了伟

大的革命实践。从敢为人先、不怕牺牲的八一精神到艰苦奋斗的井

冈山精神；从革命理想高于天，坚定必胜革命理念的长征精神到敢

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西柏坡精神，革命精神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

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

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 

文化的形成来自于精神，红色文化的本源就是来自于革命精

神。红色文化是由革命精神发展出来，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建设

国家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1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

命和治国理政的精神支柱，其中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对共产主义伟大

理想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向往和追求，是对中华民族

伟大精神的传承和创造。 

中国在经历了 30 年代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整个社会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同时，随

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日益融入国际大舞台，越来越多的文化在

中国交融传播，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大交融，人们却越来越迷失在

寻找坚实的精神之根的路上，此时“红色文化”的出现，恰恰在某

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寻找文化之根的需求，人们在“红色文化”

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找到了人生路上坚定的前进方

向，红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们社会前进的方向。 

二、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1、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思想信念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

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

量。”青年一代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作的继承者，进一

步加强坚定理想信念文化教育，帮助正值理想信念塑造期的他们成

为有着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有用人才，正确的三观，无论是对

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还是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的复兴梦都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从实践活动看，坚定理想信念文

化教育做为一类思想观念层面的教学活动，要顺利开展，重要的是

要遵照观念发展趋势规律性，根据时代特征、充分利用思想政治教

育与人文精神的培养统一等因素有针对性地开展。 

文化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重要纽带，是我们中华儿女的灵魂

所在，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绵延传承的重要力量。今天的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这个时

候，我们更需要发挥文化强大的凝聚功能。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我们更需要发挥红色文化的精神力量。 

在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构建期，通过向大学生教授红色文化、传

承革命精神，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坚定的信心和理想信念，最终使

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达到理想预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

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

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青年一代是在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工作的继承者，进一步加强坚定理想信念文化教育，帮

助正值理想信念塑造期的他们成为有着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

有用人才。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无论是对于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还是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都

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 

2、有利于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立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迈入新征程，应因事而化、

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切实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2 思政课是

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核心社会价值观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和号召力，这对于维持一个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有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所以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这个时代赋予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 

红色文化的价值导向与思政课的使命担当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在思政课教学中融入红色文化，是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举措。 

3、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内容 

红色文化是由革命精神发展出来，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建设

国家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红色文化往往具有较强政治性及

教化作用，把红色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当中，一方面丰富

了高校思想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更好的挖掘了红色文化的

价值意义。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社会道德风气的净化，而且对于做好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1、充分利用红色阵地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实践教学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但锻造出了跨越 14

个省区的伟大的“长征精神”，还产生了许许多多以地方命名的革

命精神，如“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改变作风、

提高素质”的延安精神，“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西

柏坡精神等，这些以地方命名的革命精神有着全国性高度和普遍性

意义，这些地方成了中国革命取得伟大成就的精神堡垒，成为中国

红色文化的宣传阵地。它们身上的光辉，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失色。

作为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关键节点和全国性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它

们在中国革命的总体历史叙事和精神宝库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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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实践活动当中去，充分利用红色资源的

感染力增强大学生的参与感从而加强了大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获

得感，切实做到了大学生通过参加红色文化实践活动感受中国共产

党在争求人民解放、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艰辛历程，从而进一步

深刻领悟到革命精神的内在意义。 

例如江西省南昌工学院多次组织本校学生赴井冈山实地学习，

自 2014 年起，南昌工学院连续 6 年组织了 1000 余名各民族学生赴

井冈山·赣南苏区开展爱国主义实践教学活动，在教学实践活动中，

通常包括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大井毛泽东旧居、小井红军医院

和红军烈士墓等革命圣地；重走挑粮小道，体验到了当年红军挑粮

上山的艰辛；参观黄洋界，感悟黄洋界保卫战军民万众一心克敌制

胜的伟大诗篇。南昌工学院的井冈山实践教学，在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的原则上，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红色资源和区位优势，通过专题

报告、现场教学、实践体验等形式，充分发挥井冈山红色基因的育

人功能，提高实践教学效果。在实践教学中，同学们也可以充分了

解了井冈山斗争的光辉历程，深深感受到了当年老一辈革命家创建

井冈山根据地的艰辛，同时也对井冈山精神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共鸣

和心灵震撼。 

学校在每年在活动结束后，还会开展“五个一”活动，即拍摄

一部实践教学纪录片、举办一台实践教学汇报演出、组织一次实践

教学报告会、编写一本实践教学作品文集、汇编一套实践教学资料，

让更大范围的学生受到教育。 

通过参加井冈山实践教学活动，可以使在校大学生知晓中国共

产党争求人民解放、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艰辛历程，进一步坚定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深刻领悟到了井冈山精神和红色基

因的育人铸魂作用，切实提高了思想政治素质。 

2、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有利于加强文化宣传的氛围，是高校精神

文明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校园文化对于学生的价值观的培

养是无声的浸润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高校校园文化对于弘扬

社会正能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学生大部分时间在校园里度过，校园文化对大学生产生耳濡

目染的影响。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红色文

化并入校园文化建设，能够起到良好的育人作用。当前多数青年对

革命精神的印象仅停留在课本，对其精神实质和精髓要义理解深度

有限。将红色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利用专题报告、演讲比赛、

征文比赛、校园广播、校园新媒体等传播方式宣传红色文化，有利

的促进青年了解历史、拓宽视野，提升辨别是非能力。 

文学艺术是红色文化宣传的主要手段之一，艺术的宣传方式有

利于知识学习与价值观培养的有机统一，把高校教育的培养目标、

标准等内化为学生的思想品德，使学生真正成长为德智体全面发展

的有用人才。校园文化的构建是每个高校长久以来最重要的工作重

心之一，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机融合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

工作，这就需要各院校在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汇中加大宣传力

度，使红色文化潜移默化的深入学生的心，例如，各个地方高校应

充分利用本地红色文化资源，讲好革命故事，加大对本地红色文化

的宣传力度，通过对学习讲解当地红色故事，增加了学生对于红色

文化的热请，激发了学生对于高校所在地的热爱，从而增强了学生

的自豪感和融入感，进一步增加了学生对于了解本地红色文化的意

愿。 

学校宣传部应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创设良好的氛围。建设好院

校网站“红色文化”专栏、放映红色电影、红歌传唱。以红色电影

为例，学校宣传部门可以通过革命电影进校园的活动来做好红色文

化的宣传工作，经典爱国题材电影是师生了解历史、认识国情的生

动教材，是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电影的直观性往往会产生

共情，同学们往往可以通过观看电影感受到先辈身上汲取奋发进取

的中国力量，有效的引导学生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

族的事业之中，达到潜移默化的良性引导。  

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充分发展，教育手段与信息平台的相结

合已成为当下教育方式探索的重要理念之一。传统的以说教和课堂

为主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要步入当代教育发展

趋向，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各大平台对广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

育，比如，合理应用社交平台、新闻媒体平台等双向、多向的信息

交流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引导。通过学生对相关信息反馈的大

数据分析，能够及时准确的把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从而可以做到，

有目的性、及时的地进行文化教育，用积极的、健康的观点引领大

学生思想。 

4、加强红色文化与专业课程相结合 

同时，各院校也可以通过建设专业队伍，更好的为开展红色文

化教育服务。学校可以通过课程思政的建设，加强红色文化研究，

有力的促进红色文化与专业课程的结合。加强各院各学科 红色文

化融入“课程思政”的建设，充分挖掘各专业课的红色精神、红色

文化，更好的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为社会培养有担当、有责任感

的专业人才。各专业课教师，更应主动研究红色资源的时代精神和

现实意义，以更好的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 

结语 

新时代，对大学生进行红色文化教育，是高校落实党中央立德

树人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

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3 这为红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教

化育人、凝心聚力的作用，从而全面提升高校立德树人质量，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为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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