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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以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陈金菊 1  程  婧 1  陈同同 2* 

（1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2 温州理工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孕育出来的优秀品质，需要我们不断地传承下去。高校应坚定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创新教育载体、拓宽教育方式、完善反馈机制、保障育人成效，对于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助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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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历尽千辛万苦、披荆斩棘，衍生出了宝贵

的红色文化，成为我们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文化是党的宝贵

精神资源，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教育资源，就像血液一样

流淌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成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标识的红色

基因。 

温州是浙南地区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

城，在新中国成立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独具

温州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温州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全市共

有包括中共浙南一大纪念馆等数十处红色古迹展示教育基地，留下

了不少动人心魄的革命故事，更是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事迹、先进人

物，蕴藏着爱国主义、理想信念、思想品质和区域文化的教育价值。

将这种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育人体系将有利于庚续红色基因，对当代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价值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嘱咐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在

重温延安革命史的过程中，习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要“多接受红

色基因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文化是是马列思想结

合我国特色下的时代产物，是我党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积淀下来

的重要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当代

青年具有很强的启示价值。 

（一）红色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质资源 

红色文化资源是优质教育资源，在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

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

作用，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源和优质的素

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一定要将这种宝贵的精

神和品质传承下去。基于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优质教育资源所显示出

的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近几年来，各地各高校把红色文化资源作

为思政课的一项重要内容，融入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开展了多

种多样、有声有色的育人实践活动。 

习总书记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红色文

化传承不仅对大学生地思想素质养成具有导向作用，更能引导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成长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红色文化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向指南 

理想信念，是民族发展的源动力，是敦促和鞭策我们不断向前

发展的内生动力，是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卓绝奋斗的前行目标。经过

几千年历史积淀，我们终于将 56 个民族和 14 亿多人民紧密联系在

一起，拧成一股绳，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有一个大国梦，而维系这

一切的，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我们共同的理想信念。有了

共同的理想信念，我们才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我们才

能够披荆斩棘，不断前行，锐意创新。 

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一个理想和抱负不断确定和强化的重要时

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在此刻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对大学生人生道

路方向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在正确的方向上以正确的方法

达成目标，大学生的人生发展才有意义。 

（三）红色文化是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的动力来源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日益多元化，从而产生各种思想交流的

碰撞。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青年大学生非常容易受到各种不良习气

和错误价值观的侵蚀，形成错误的三观。基于此，在新时期，需要

重点培育和强化青年大学生的道德政治素养，让他们免于不良习气

文化的侵蚀，树立正确的三观，培育文化自信。将红色文化与高校

育人相结合，能够起到很大的裨益作用。 

一方面，红色文化是敦促中共共产党最终取得斗争胜利的制胜

法宝。因此，通过红色文化熏陶、讲述红色文化、传承红色文化的

方式，培养和树立青年大学生正确的三观，从内心深处提升文化自

信。另一方面，弘扬红色文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要，是秉承时

代发展的使命，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需要。因此，要加强文化自信，

就必须传承红色文化。通过逐步渲染的方式，坚定青年大学生的红

色决心，让隐没在青年大学生心中的红色种子生根发芽，长成参天

大树。 

二、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高校是人才的孵化器，育才需先育德，正确的三观是衡量人才

的根本。空有满腹经纶，却有不正确的三观，只会给社会带来更大

的损失。而育德的关键就在于培养文化自信，这也是高校工作的关

键。但是从目前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来看，效

果并不是特别理想。据调查显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高校学生对红色文化教育的认可度不高 

随着当今教育的信息多元化、受教育者多样化、载体创新化的

发展取之，高校的思政教育也面临着实践性不强、创新性不强、亲

和力不足、吸引力不足等诸多问题，高校学生对学校开展的红色文

化教育的认可度较低。通过对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大学生调查发

现，在“您是否了解什么是红色文化？”问题中，有 15.8%的学生

表示不清楚，41.6%的学生表示一知半解，34.5%的学生表示比较了

解，8.1%的学生表示非常精通。在“您是否了解温州相关的红色文

化？”一问中，24%的学生表示“是”，59%的学生表示“否”，

17%的学生表示知道一些。由以上调查可得知，大部分学生对红色

文化有一定了解，但是了解的程度不深，关注度不够。在“如果学

校开展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您是否愿意参加？”一问中，26.3%的

学生选择“是”，53.2%的学生选择“否”，20.5%的学生选择“看情

况”。而在选择“是”的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是党员、发展对象、

入党积极分子、学生干部等，普通学生愿意主动参加的比较少，由

此可见，学生对学校开展的红色文化教育的认可度并不高。 

（二）高校教育对红色文化融入的创新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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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相关于红色文化的活动，您觉得兴趣度如何？”一问

中，12%的学生选择“有趣”，73%的学生选择“无聊”，15%的学

生选择“没参加过”；“您参加过学校组织的红色文化教育相关活动

主要有哪些？（多选题）”一问中，51.6%的学生选择“唱红歌活动”，

21.1%的学生选择“组织相关调研实践活动”，68.1%的学生选择“观

看红色电影”，40.3%的学生选择“阅读红色书籍”，4.2%的学生选

择“参观红色文化纪念馆”，19.4%的学生选择“红色经典微课比赛”；

在“您认为学校当前开展的红色文化活动教育成效如何？”一问中，

仅有 28%的学生选择“成效较好”，72%的学生选择“成效不佳”，

在问及成效不佳原因时，28.2%的学生选择“内容枯燥”，25.6%的

学生选择“徒有形式”，29.3%的学生选择“形式老旧、单一”，16.9%

的学生选择“说不清楚”。从以上调研中可以发现，学生对学校开

展的红色文化教育活动接受度不高，主要原因是红色文化活动在融

入校园文化的过程中创新性不佳，方式单一，没有用 00 后大学生

们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 

（三）高校对红色文化教育的反馈机制不健全 

在调研中发现，大多数的受访者对于自己所在的学校和城市对

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觉得一般，没有很创新的形式，而且没有建立

气大学生红色文化相关的实行制度，很多时候都是停留在表层、没

有规划、突击性、随机性地开展活动，并且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根据调查，部分高校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活动，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

的任务，导致活动缺乏统筹规划、形式单一、创新性不强，注重完

成指定动作而忽略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以及正确价值

观的影响，活动开展后缺乏反思、对问题的总结，进而导致学生对

红色文化活动评价、接受度不高。另外，学生对红色文化教育活动

的目的、意义不清晰，学校也缺乏相应的反馈机制，从而在参加活

动的主动性、积极性不强，在整个活动的举办中处于被动接受，缺

乏自身主观能动性的支持，进而导致对红色文化类活动兴趣度逐步

降低。 

三、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 

红色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价

值，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过程中需要教育工作者对其有全

面深刻的认识与了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在此基础上

通过多种方式加强红色文化熏陶和渲染，提升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认同，保障红色文化教育的育人

成效。 

（一）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红色文化教育的情感认

同 

在时代信息化的背景下，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持续发展，面对

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高校要结合当代大学生的群体特点，用好红

色资源“活教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开展大学生喜

闻乐见、易于接受的红色文化活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大

学生的价值共识和行为准则，敦促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五观”，真

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思政教育中，强化红色文化的传承

性，让大学生们亲身感受到当今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是先辈们以热

血、以生命换来的，从而进一步引导大学生弘扬红色文化精神，提

升对红色文化教育的情感认同，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的使命担当。 

（二）创新红色文化教育实践载体，拓宽红色文化教育实践方

式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向

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要教会学生付诸实践，实践活动也是思政教

育的“第二课堂”。00 后大学生思维更加活跃，接触的信息面更加

广，面对接收到的各类信息更是有自己评判的价值准则。因此，在

针对大学生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立足 00 后大学生的鲜明特

点，将红色文化融入日常教育教学的各环节中，以“润物无声”的

方式给予养分，创新红色文化教育实践载体，完成立德树人的关键

目标。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中共浙南一大会址、温州

市道德馆、温州市博物馆等场所共同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将“红色

课程”贯穿到教学环节、学生早练晚训活动、全学程育人活动、社

团等活动中，突出“体验式”教学，定期组织红色故居的参观活动，

在寓教于乐中让学生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得，激发学生内心深处

的红色烙印，继承中国共产党的红色血脉。从文化基因传承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使校园充满“正能量”。除此之外，红色文化还体现

在“班级文化”、“走廊文化”、“寝室文化”、“橱窗文化”等校园文

化建设中，广泛传播红色经典文化，弘扬时代主旋律。 

（三）完善红色文化教育反馈机制，保障红色文化教育育人成

效 

红色文化的熏陶渲染工作要循序渐进，不可用力过猛，否则容

易产生逆反心理，适得其反。相关工作要形成制度体系，没有制度

保障就容易出现停留在表层、没有规划、突击性、随机性的教育现

象。构建合理的反馈机制，可以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提升育人成效。反馈机制应立足学生，贯穿于教育教学

全过程，定期对学生思想道德、政治素颜、理想信念等开展评价反

馈，即使了解红色文化教育的育人效果并针对现实及时予以调整，

以期达到良好的成效。如，在教学环节中，将践行红色文化精神的

情况赋予一定学分，学生在完成相应的课程学习、实践任务、评价

合格后可获得相应学分。除此之外，还可将红色文化教育与学生评

奖评优、党员发展相挂钩，在激励手段和不断自我提升过程中形成

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行为习惯、工作作风、服务意识、精神风貌

中，增强学生的行为自觉。 

四、结语 

习总书记曾说：“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始终不渝、百

折不挠，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坚定不移为实现既定目标

而奋斗。”红色文化生生不息，红色传统代代传承。大学生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流砥柱，经过烈火淬炼的红色文化在

新时代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传承价值。高校要把红色资源利

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挖掘红色教育资源，

继承红色意志，探索红色育人之路，多维度构建红色体系。用学生

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活动，潜移默化地提升大学生的

思想境界和精神高度，引导大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厚植大学

生爱国主义精神，主动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实践者，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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