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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基因浸润高职院校思政课的价值与路向 
吕瑞琴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红色文化蕴含着宝贵的教育资源，具有强大的育人功能，将其有效浸润高职院校思政课对于用好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进而增强文化自觉自信，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浸润什么——怎样浸润——如何浸润”的思维

路向，构成了红色文化基因浸润思政课的逻辑链条，本文从内容、方法、环境三方面来探究浸润路径,从而进一步发挥红色文化的熏

陶作用，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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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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调研时多次到访革命纪念地，瞻仰革命历史

纪念场所，反复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

红色基因传承好。红色文化可以转化为思政课的教学资源，对于丰

富思政课的内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一、价值逻辑：红色文化基因浸润高校思政课的意义 

红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

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吸引力，是中华民族增强文化自信底气的直接

来源。 

（一）用好红色资源，彰显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红色资源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所铸造的，蕴含着丰富

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文化内涵，具有很强的文化功能、教育功能，

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财富，弘扬红色文化有助于树立正确

的文化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使爱国主义深入人心，

凝聚和鼓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胜信心。 

（二）发扬红色传统，增强文化自觉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

久的力量。红色文化内在蕴含的崇高的理想信念、矢志不渝的爱国

情操、坚韧不拔的政治品格以及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与与中华传统

文化所追求的仁义礼智信等具有互融互通之处，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和一致性，利用好红色资源，能够坚定政治方向，强化政治认同，

从而增强文化自觉自信。 

（三）传承红色基因，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红色文化以其既润物细无声又沁入心脾的方式影响和塑造人，

将其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达到逐渐影响人、感染人的目

的。思政课可以为红色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平台，在课堂中，通过讲

红色故事、唱红色歌曲、看红色影片等方式，让学生在艺术的熏陶

中坚定理想信念。积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 

二、问题逻辑：红色文化基因浸润高校思政课的思维路向 

“浸润什么——怎样浸润——如何浸润”的思维路向，构成了

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基因浸润高校思政课的完整问题逻辑链条。 

（一）“浸润什么”：挖掘红色文化和思政课融合的内容 

红色文化内涵丰富，既有物质遗产，也有非物质遗产，可以概

括为革命年代中的“人、物、事、魂”。“人”是在革命时期对革命

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志士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物”

是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

和遗址；“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魂”则体

现为革命精神即红色精神。深刻挖掘红色历史事件、红色人物、红

色故事、红色精神和思政课相融合的内容是实现浸润的前提条件，

其中红色精神是核心。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形成了井

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

神、载人航天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集中体现了共产党

人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情怀，是思政课重要的教学资源。 

（二）“怎样浸润”：明确红色文化基因浸润高校思政课的原则 

红色文化基因浸润高校思政课需要坚持特定的原则。第一，坚

持理论实践有机结合，增加理论深度和实践温度。“理论只要说服

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

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弄清理论、讲懂道理，是实现红色文化有

效浸润思政课的理论前提。红色文化“活教材、活标本、活载体、

活橱窗”［2］需要和实践相结合，通过情景剧、现场体验、实地调

研等多种方式表现出来。第二，坚持内容性与形式性相结合，拓展

内容深度和形式广度。红色文化与思政课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思政

课可利用各种时间节点，开展一系列的纪念和庆祝活动传承红色基

因。第三，坚持历史性和时代性相结合，强化浸润的实效。红色文

化具有极强的历史性，要将其与时代紧密结合，充分运用现代科技

成果，让历史变得可感、可触，真切受到文化的熏陶。 

（三）“如何浸润”：激发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效力 

 “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3］。激发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

育效力需要思政课教师深刻挖掘红色文化与课程内容的连接点。一

是“自然化”浸润，即实现浸润无缝隙、不错位，红色文化资源的

运用和挖掘必须与课程内容有效衔接，恰如其分，避免过分僵硬，

否则不仅会造成说教，而且会使红色资源浪费。二是“实质化”浸

润，即实现浸润的整体性和系统化。红色文化资源内涵丰富，要想

实现理想的效果，需要对其进行整合，形成一个整体的、系统的浸

润体系，实现有效对接。三是“深层次”浸润，即充分彰显红色文

化的内涵。思政课的重要意义在于价值引领，这就决定了红色文化

资源运用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或感性层面，而要适时向理性层面跨

越。 

三、实践逻辑：红色文化基因浸润高校思政课的现实路径 

深耕内容、拓展方法、重视环境是解决红色文化浸润高校思政

课的必由之路。 

（一）深耕内容：推动红色故事进课堂、进教材 

1.整合课程内容建好红色故事资源库 

将红色文化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是实现其浸润思政课的关键。

在讲清基本观点、阐明理论内容的基础上，要精心设计红色文化素

材的“故事看点和情感支点” 。［4］习近平指出：“无数革命先烈用

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为我们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他

们留的优良传统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

丢。”[5]因此，思政课教师要合理开发红色资源，在教学中精心挑选

故事，比如“思修课”中反映爱国精神的故事、“概论课”中蕴含

的党的先进理论，并且逐渐完善和建立资源库，提供优质的教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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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2.发挥课堂主渠道激活红色资源 

课堂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要使每一堂课有意义、有

感触，就需要教师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方式适度

浸润。第一，教师可以首先要进行理论讲解和重点剖析，随后提出

问题，并结合内容设置红色文化主题活动，如运用红色文化视频、

分享红色故事、表演红色情景剧等教学形式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和

探索，在参加活动中领悟其中的真谛。第二，教师也可以一边进行

理论讲授，一边讲述红色故事，开展专题教学和互动教学，学生在

交流和互动中得到情感的升华。第三，结合学生专业特点和地域特

点挖掘适当的红色历史遗迹、红色故事、红色影片等资源，从而让

学生在身临其境感受那段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从而进一步触及思

想、震撼心灵。 

3.加强红色文化研究。 

加强红色文化研究是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的

关键。教师在教学中要精心选择恰当的红色资源，取其精华，仔细

研究红色资源背后所反映的知识点，并且要开展课程间集体备课，

不断研讨和交流，共享教学案例和设计，集思广益，广开言路，达

到融会贯通。 

（二）拓展方法：运用多种方式激活红色资源 

1.利用网络平台加强红色教育。 

网络是青年学生交流学习的重要窗口，红色文化浸润思政课应

该抓住这一契机，利用网络加强教育。一是挖掘与开发红色文化专

门网站。如共产党员网，红色文化网、校本红色资源网站等。二是

组织或邀请老红军、老共产党员、专家学者定期来校讲座。三是设

置网上交流平台，适时了解学生的学习动向，做好红色文化网络教

育工作。 

2.强化校外社会实践活动 

校外社会实践是课堂教学的重要延伸，高职院校要建好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实现红

色文化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定期组织学生前往红色基地参观和学

习，并且通过重温入党誓词、瞻仰革命烈士、进行朗诵或演讲，也

可进行现场教学，让学生现场追忆那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深化

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真正达到育人的目标。 

3.诠释新时代的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是革命时期所形成的，但是红色文化也随着时代的发

展不断丰富其内涵，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是红色文化，抗疫人员

无私奉献、解放军战士保家卫国、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的工作等，这

些也是新时代的红色文化。因此，我们在讲好革命年代红色故事的

同时，也要传承好当代的红色基因，引导学生在各行各业建功立业。 

（三）重视环境：发挥红色文化的熏陶作用 

1.优化红色文化育人校园环境 

校园文化是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学校要利用多种渠

道、多种方式，扩大红色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校园内设立红色文

化长廊，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根据每月宣传主题，定期更新红色

文化内容。其次，利用重要节日点弘扬红色文化。如清明节、国庆

节、伟人纪念日、历史事件纪念日等开展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活动

中接受文化的洗礼和教育。再次，开展系列红色文化活动。如红色

故事大赛、红色情景剧比赛、红色经典诵读比赛、红歌合唱比赛，

让学生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最后，建立数字化红色文化体验中心。

如网上重走长征路体验馆，营造立体化的红色文化育人氛围。 

2.形成大思政课育人格局。 

红色文化是专业课与思政课协同创新的重要内容，红色文化的

开发与运用实现课程育人体系的发展，从而实现知识目标与价值目

标的统一。通过传承红色基因，提升“全员”之素养，可推动高校

“三全育人”的步伐，织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大网，构建“大

思政”格局。[6]高职院校要深刻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抓住新生

入学教育、军事训练、党团活动等重要节点，进行系统性的思政教

育。以文化人，以史育人，以德树人，传承红色基因，形成大思政

育人全覆盖，让红色基因像阳光和空气一样充满疏附校园，润物无

声、文化润心。 

3.建立良好的保障机制 

实现红色文化浸润思政课需要建立良好的保障机制，主要有组

织保障、制度保障和师资保障。从组织保障层面讲，组织有效是发

挥红色文化育人作用的重要因素，红色文化系列活动的开展离不开

细致完善的组织和周密的计划，社会实践的有序进行同样是各方力

量的紧密配合的结果。从制度保障来讲，学校需要在经费、考核、

管理等方面出台制度，以保证红色文化活动开展顺利进行。在师资

保障层面，需要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部）、团委、学生处、党政

部门通力合作，各部门要从自身工作范畴抓起，针对性地与思政教

师讨论、安排实践课程，不再停留在单一的去红色检点参观，而是

通过一系列主题活动循序渐进地展开，做到从相关部门、教师团队

到学生的广泛动员、全员参与，增强各个环节的科学规划与制度保

障。[7]同时加强党建、团建，重视红色文化教育制度、理念构建，

加强监督管理。[8]从而打造一支专兼结合的红色文化实践队伍，让

红色文化的发展落地生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陈始发,李立娥．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中运用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11):70－73． 

[3]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4-05-05(01) ． 

[4]韩玲，李正兴．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如何讲好“红

色故事”［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2):110-114． 

[5]江西时政．习近平春节前夕到江西考察［N］．江西日报，

2016-2-2. 

[6］张蓉.红色文化融入高校“三全育人”体系研究［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4(04):398-405. 

[7]郭培荣,徐永超.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与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08):75-76. 

[8]赵蓉花.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太

原：中北大学,2019.11.27:51 

作者简介：吕瑞琴，女，山西忻州人，讲师，硕士，陕西

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项目类型：①本文系陕西铁路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教育教学改革基金项目“基于红色资源

的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研究”（项目编号：

2021JG-41）阶段性成果；②本文系陕西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

中心首批研究课题“文化自信融入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策略

研究”（项目编号: 2021SPWSKT-C-81）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