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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 
——以天津某高校为例 

马璐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红色文化蕴涵了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顽强的革命精神，是我党优良传统和思想精神的重要源头。它的珍贵价值，
不仅在于它的历史光辉，更在于当下依然能带给我们思考和精神滋养。文章以问卷调查为基础，依托红色文化，对天津某高校 200
名随机选择的学生进行了红色文化认知的现状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红色文化有一定认知，但是主动学习参与还存在一定
问题，红色文化宣传教育的方法途径还需进一步探索。基于此现状，本文章选取了红色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
进行阐述，通过红色文化资源与教学过程的融合实现对这一问题的初步解决，提出简单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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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期而至。这是一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也是对党和人民的集体“大考”。面对这突如其来

的挑战，中国人民迎难而上，社会各个阶层为了保护人们的安定生

活贡献了自身的力量，形成了全民抗疫的生动图画，而其中最令人

欣慰、令人感动的是“90 后”、“00 后”，他们说：2003 年非典的时

候你们保护了我们，今天轮到我们来保护你们了。他们的英勇抗疫

获得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认可，正像大家所言的那样：“哪里有什么

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许多青年大学生们学

着前辈的样子”书写战“疫”担当，有的身披白衣战袍迎难而上，

有的身披红色战袍坚守一线，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展现出了青春的力

量，展现出了作为中华儿女对祖国深沉的爱，将奋斗作为青春最美

的注解和记忆！ 

大学生作为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在这一特殊的历史

时期，通过实践和理论的学习，培养当代大学生树立起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使其成为可爱、可信、可为的一代则显得尤为

重要，这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和要求所在。红色文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蕴涵了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

顽强的革命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

当代大学生进行红色文化教育，不仅是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意识的

重要基础，也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爱国热潮的关键，是学懂弄通

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怎么走过来的关键，对

社会发展、社会稳定以及实现社会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课程是我们学习历史的基础，通过学习使当代大学生

对其中存在的红色文化以及红色传承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并落

实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中，进而增强大学生的社会

认同感和使命感，这是我们通过教学要达到的重要目的之一。 

二、研究内容及问卷分析 

（一）调查问卷的设置 

本次调查以天津某高校一年级不同专业学生为对象进行抽样

调查，共发放学生问卷 200 份，回收学生问卷 190 份，有效问卷 190

份，问卷的回收比例为 95%。问卷涉及到：学生的专业、年级、政

治面貌、红色旅游选择、对红色文化及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性认知

以及红色文化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建议等议题。 

（二）学生对红色文化认知现状分析 

关于目前学生红色文化认知的现状，通过抽样调查可以得到以

下结论：大部分学生对红色文化有一定认知，但是主动学习参与还

存在一定问题，红色文化宣传教育的方法途径还需进一步探索。具

体分析如下： 

1. 本次问卷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从性别看，男女比例为 33.2%

和 66.8%；从政治面貌来看，因为所在学校年级限制，被随机调查

的学生都不是共产党员，其中共青团员占 95.8%，群众占 4.2%。 

2. 关于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基本认知情况，非常了解的仅占

4.2%，有所了解的占 63.2%，不怎么了解占 31.1%，没听说过占 1.5%。

当被问是否愿意花时间去了解红色文化的起源、发展、内涵以及红

色革命根据地的相关革命事迹时，非常感兴趣同学仅占调查人数的

11%，感兴趣的占 50%，一般 34.7%，没兴趣的占 4.3%。问及大学

生是否有责任和义务去继承和弘扬红色文化，认为有必要的占

79.5%，稍作了解即可的占 16.3%，认为没必要的占 4.2%。问及“红

色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树立核心价值观是否有用”，64.7%的同学认为

作用很大，34.7%认为作用一般，0.6%认为没什么作用。 

3. 关于红色文化与个人生活相关的情况，问及“是否关注红色

文化背景的影视或话剧作品”，非常关注仅占 7.9%，偶尔关注占

68.4%，不怎么关注占 23.7%。问及“会不会选择红色区域作为旅游

景点”，大多数同学选择看情况考虑，占比达 69.5%，优先选择占

25.2%，没兴趣的占 5.3%。问及学生通常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红色文

化时（多选），比例最高的是通过网络影视作品了解，占 81%，其

次是课堂教学 70%，其余依次为：校园活动占 50%，长辈教授占

43.2%，自己看书占 28.9%，旅游占 26.3%，报纸杂志占 22.6%，其

它形式占 4.2%。调查针对红色文化逐渐在社会被漠视的情况，学生

的态度，极力挽救占 53.2%，遗憾惋惜占 34.7%， 顺其自然占 11.6%，

与我无关占 0.5%。 

4. 学校社会等在宣传红色文化方面的调查结果：从学校的宣传

方式看（多选），开设相关课程占 65.2%，举办相关红歌或诗歌朗诵

比赛占 61.5%，征文活动占 56.8%，网络报刊占 27.3%，组织红色革

命地区实践活动占 25.2%，其它形式占 3.7%。问及学生喜欢的红色

文化宣传形式（多选），72.7%认为要实地去参观革命遗址，65.8%

认为可以加大网络媒体等宣传力度，43.2%认为通过展板、报纸等

实物媒体宣传，38.4%认为课上学习同样不能忽视，28.9%认为讲座、

主题班会等形式也可以采用。 

5. 对红色文化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建议中，学生

提出许多可行性建议。通过传统的教学与考试相结合的方法促使学

生主动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增加红色文化专题；通过观看红色革命

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等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学习；在学校及课堂学

习过程中，多开展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主题演讲、知识竞赛、书法

比赛、视频大赛、校园情景剧等形式深入学习。 

三、红色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 

通过对问卷的分析数据说明，学生接受和了解红色文化大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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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影视、书籍和思政课课堂之中，对红色文化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不够，主动学习参与意识欠缺。但是，学生对于政府、社会和学校

等多方面进行红色文化教育的接受程度，以及红色文化融入《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能够提出自身的看法和意见，这是十分值得欣

慰的，这也为我们有效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

展开，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是解决

教育根本问题的题中之义，而其中就包含将红色文化融入《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之中。红色文化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从

主要内容上来看，二者依托的基本历史事实相通，揭示表达的社会

发展基本规律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趋势也是相通的。这是实现

二者有机融合的基本条件；从内在精神上来看，红色文化与《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所展现的内在精神是完全一致的。通过对红色文化

的学习，有利于学生了解中国的国史、国情，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

全貌，了解近现代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

因而，针对调查现状，推动红色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

教学中的融入显得尤为重要。 

1. 推动红色文化在课堂教学中的融入。 

课堂教学与书本教育是基本的教学效果实现路径，在教学过程

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作用，是教育的主渠道之一。在《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的课堂教学活动中，结合教材内容与特色红色文化资

源特点，紧密结合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实际，通过专题教学、案例教

学、视频教学、讨论式教学等形式将红色文化融入到课堂知识的传

授当中，使学生对红色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认知更加准确而全面。同

时，讲课过程中拓宽教学载体，进一步加强网络教学和学习方式方

法相融合。灵活多样的插入红色文化资源，如经典歌曲、影视片段、

图片、经典文献等，通过讲述背后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引导学生

感悟故事的内涵，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帮助学生

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还可以通过高校图书馆以及电子图书

馆等方式，丰富红色文化资源学习资料，帮助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

展开自学活动。 

2. 在实践教学中融入红色文化。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

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

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

果。”实践教学是纲要课的重要环节，开展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

是提升课程效果的有效途径，具体方式如下： 

（1）阅读革命文献。 

通过阅读革命文献，学生掌握了比较充足的历史资料，然后梳

理历史脉络、重现历史原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再通过查找

文献、分析史料得出基本结论，这是培养写生历史思维的重要途径。 

（2）举办红色文化课外活动。 

举办传统“红色经典”诵读比赛，举办红色经典阅读讲座，开

展主题班会，红色文化板报宣传活动，举行红色经典演讲以及在重

要纪念日开展活动等，打造以学科教育为基础，融合红色文化元素

的学科课程，通过教育实践，构建学生探究，调查，访问，考察等

多样化体验性的高效教育模式。 

（3）参观红色遗迹、陈列馆、展览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鼓励学生利用小长假、周末或者实践课时间实地探访参观革命

遗址、博物院、纪念馆、伟人故居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回到历史

场景，触摸历史遗迹，瞻仰历史遗物，感受历史真实。在实地考察

调研、搜集与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撰写调研报告。培养学生的

探索精神和科研素养，加深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了解，使他们

达到在学习中感悟历史、提升理论认识的目的。 

（4）邀请老兵进课堂讲抗战故事，传播爱国主义声音 

老兵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在进行

党史教育方面最具有发言权和说服力。通过与老兵面对面的对话，

他们的亲身讲述等方式，以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抗战故事再现当年的

真实情况，激起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3. 红色文化资源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完善和补充。 

（1）充实课程内容，激发学生兴趣，增强课堂吸引力。 

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说：“对年轻孩子进行近现代史教育，也

要从具体事物，具体问题进行讲解，不要专讲空洞的概念，那是不

够的，效果还可能要差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材内容

是高度概括的，缺乏对历史细节的描述。纯粹的理论、高度概括的

历史、单一的课堂讲授，会让学生感到枯燥无味。而红色文化内容

翔实，细节丰富，可以运用影视、音乐、实体参观等多种形式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 

（2）丰富教学手段，发挥学生主动性，实现课堂内容落地。 

以红色文化为载体的红色革命精神，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

良传统，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质是以历史知识为载体，对大学生进

行思想政治教。把红色文化资源更深层次的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课教学之中，有助于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途径，充

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增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和革命传统教

育，发挥好学校教育教学的引导作用。 

四、研究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地方考察时遍访革命故地、红色热

土，反复叮嘱要用好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曾多次强调：“要

把红色文化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要

用好这样的红色文化，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因此，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

发的，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

怎么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

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才能用好红色文化，传承好红色基因，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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