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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红色文化融入民办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必

要性 
何晶梁 

（广东白云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  510450） 

摘要：广东省作为近代革命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对广东红色文化融入本地区民办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必要性论述，加强对广东红色文化资源在民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义的认识，有利于了解广东民办

高校大学生思想动态，为广东红色文化传承迎来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关键词：广东红色文化；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问题，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挥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以确保红色政权不改旗

不易帜。广东在近代是革命的策源地、在当代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

阵地，其红色文化具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与时代价值，这也为广东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教育素材。因此，以广东红色文化资

源为载体有效融入本地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融入民办高

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是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

容，也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重要手段，更是新时代培养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路径。 

一、广东红色文化资源简述 

(一）广东红色文化资源类型 

广东省红色文化资源主要是在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广东

省各族人民在进行艰苦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蕴含特殊教育意义的精

神资源和物质载体。 

广东省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资源包括包括红色歌谣、革命诗

词、红色革命精神等。广东南雄至今仍保留有红军长征时留下的歌

曲《当红军歌》。《梅岭三章》（陈毅）、《羊城怀旧》展现了老一代

革命家的“正气歌”。广东作为最先睁眼看世界的地区，在近现代

革命斗争和革命思想传播中，一大批优秀的广东仁人志士涌现出一

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变革求新、勇于担当、不懈奋斗的救国救民精

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改革开放精神

深深熔铸在广东发展的基因和血脉之中。 

广东省红色文化资源中的物质载体则包括革命遗存、博物馆纪

念馆、伟人故居等。广东拥有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叶挺纪念馆、

东江纵队纪念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叶剑英故居等大量的物态

红色文化资源。在广东的革命老区镇多达 776 个，其中有 11 个被

认定为原中央苏区。汕尾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是全国 13 个革命根

据地之一，其革命遗址就多达 613 处、红色村共计 873 个。此外还

拥有大量的革命文物和文献资料。[1] 

（二）广东红色文化资源特点 

1.红色资源区域性广 

广东省作为建立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最早地区之一，在中国厚重

的革命历史上承载着重要作用，成为革命战斗最为活跃的地区之

一，所蕴含的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经相关人员的调查统计表明，以

及《广东省革命遗址通览》等书籍、文献介绍，广东省各地红色革

命遗址数达到 4189 个，涵盖了珠三角 9 座城市、粤北 5 座城市、

粤东 4 座城市、粤西 3 座城市，这些区域城市的红色革命遗址数分

别为 1480 个、1237 个、627 个、845 个，尤以珠三角、粤北地区较

为集中，其中湛江市、惠州市、梅州市、韶关市、茂名市、河源市

红色革命遗址数量位居前列。[2] 

2.红色资源式样性多 

广东省红色文化资源形式多种多样，既包括广东省革命战争时

期以及改革开初期遗留下来的革命遗址、文物等物质文化资源，如

烈士陵园、战争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烈士先烈故居等，还有大

量的红色文学资料、革命文献资料、革命图片资料、革命历史资料

等物质载体；同时，在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以“铁

军”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开拓创新精神等为代表的优秀精神，还

包括老百姓在民间口口相传与红色文化资源相关的非物质文化资

源，如红色故事、革命口号、戏剧舞蹈、歌曲诗歌、绘画、手工艺

品等与红色有关的文艺作品。 

3.红色资源感染性强 

广东红色文化资源是广东广大群众历经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环

境下创造的，是经过某一历史阶段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集合体，

是历史的传承和积淀的结果。广东有着许多动人的革命事迹、革命

前辈的光辉形象，不仅书写出广东的革命先烈们忠贞不屈、甘于奉

献的崇高信仰，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团结奋战的高尚

品格，还展露出新时代共产党人胸怀大志、忠诚担当的家国情怀和

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3]。在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上，通过动人心魂的

英雄事迹、惊险震撼的革命事件，生动真实的革命奋斗史的讲述，

必会对现在的大学生有较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引领着现代的大学

生们砥砺前行。 

4.红色资源地位性高 

广东省作为近代革命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在长期革

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广东省留下了大量影响力大、为人

所知的红色革命遗址。这些革命遗址经后人修缮、维护后，成为党

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据统计，广东省约有 4300 处革命遗

址(包括 313 处红色军事文化遗产)，12 处被列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13 处红色景区人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4]为

纪念中国革命史上重大事件，修缮并建立的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澎湃烈士故居纪

念遗址、广东改革开放纪念馆等等，对夺取革命胜利和国家社会主

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广东红色文化融入民办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

要性 

（一）是继承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的需要 

广东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

历史进程中留下的各种实物，是我们党在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基础上，与广东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实

践进程凝练出来的精神内核。但在当代的广东大学生眼中，往往对

于现今优越的生活环境感到满足，对红色文化资源所内涵的困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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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与革命奋斗等情境更多只是一种识记符号，在实际生活中很难产

生深刻的体会。据调查显示，约 47%的广东大学生对广东红色文化

资源只“了解一点”，“非常了解”的广东大学生只占调查人数的 7%

左右。[4]因此，广东红色文化资源红与民办高校大学生的思政教育

工作相融合，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引导新时代广东当代民办高校

大学生继承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提升其对红色文化资源的认同

感，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的精神动力，树立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理想信念，使之成为

我国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需要 

近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各红色遗址，各大红色纪念馆、

博物馆，以及革命老区等地考察，都发表了深情的讲话，不仅向当

代大学生深入阐释了红色基因的科学内涵，反复强调指出红色基因

是我们党和国家珍贵的精神遗产，亦是沉淀在国人心底不可小觑的

力量源泉，要让红色基因乘新时代之东风持续传承[5]。因此，在广

东民办高校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红色文化资源，引导在校大

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和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帮助其对当今世

情、国情、党情和民情的准确把握，牢固树立正确的“三观”，使

之成为坚定理想信念的坚实基石，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要求。 

（三）是引导新时代大学生进行理性判断的需要 

广东地处祖国南疆，毗邻港澳，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也是国内外各种文化思想观念交流交融交锋的最前线。当前，广东

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各类思潮在不断的侵袭着高校师生的

头脑。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1 月 30 日，有关互联网

文化单位共清理恶搞经典革命歌曲视频 3898 条、恶搞红色音乐 

165 首。[4]故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广东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

于引导新时代广东大学生面对各种庞杂的信息时，能用正确的价值

立场、价值观点对其进行分析、筛选、分类，纠正其自身立场、思

想或言论中的错误，剔除那些带有庸俗化、恶俗化的内容，从而旗

帜鲜明地将正确的学习研究成果传递给他人，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更好地实现创新和跨越式的发展。 

（四）是民办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需要 

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以及教育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广东省

对加强高校大学生红色基因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需要进

一步拓宽思路，改进教育方式和方法，提高教育效果。广东红色文

化资源历史底蕴深厚，为民办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

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民办高校可通过广东红色革命故事、新时代

创新革命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来拓宽了培养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

途径，做到“讲好本地故事，呈现本地精神”，使大学生们对党长

期以来带领广东各族人民开展的艰苦卓绝革命奋斗史和红色精神

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感受，从而提升大学生对红色基因、红色精神

的认同感，提升其思想政治素养，进而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发展，迎来更美好的发展前景。 

三、广东红色文化融入民办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

义 

广东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到民办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之中，并在实

践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摸索和改良，推动思想教育课程的形式不断优

化，也有助于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实践相结合，是体现新时期广东精

神的当代价值的需要，也符合我们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价

值需求。 

（一）有利于确保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导向 

中国的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经济建

设中建立起了广东红色文化。这一文化应当在新时代得以继承和发

扬，尤其针对作为未来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的高校大学生，更应当

对其进行思想教育，这样有利于大学生建立起伟大的理想，形成为

社会贡献的根本动机，坚绝拥护党的领导，坚定先进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方向，坚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观，培养自身的爱

国情感，保障学生思想方向的正确。 

（二）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和促进自我

的成长 

广东红色文化既有红色革命遗址、文物等物质文化资源，又有

“铁军”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开拓创新精神等为代表的优秀精神

内涵。在民办高校将广东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掘、

开发和利用广东红色文化资源，对民办高校大学生提高马克思主义

崇高信仰有巨大的帮助，也能增强民办高校大学生执着追求崇高的

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进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三）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文化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目的是向高校学生传播中国的优秀

文化，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意识，树立为社会

主义做贡献的根本目标。广东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一种优良的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它表现出物质的、信息的、精神的形态，具有很高的

育人价值。民办高校应充分利用广东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开展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提升大学

生的爱党爱国热情，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四）有利于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需求 

当下青年一代抗挫折能力相对较弱，再加上社会中浮躁、拜金

等不良风气的影响，从而形成大学生们急于求成和追逐名利的思想

观念。和革命年代相比，我们的物质世界尽管得到极大的发展，但

精神世界却显得相对贫瘠。因此，在广东民办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

中，需要充分挖掘广东红色文化的精髓，用广东精神来引导青年形

成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的优良品格，使得青年一代在生活和学习中

始终在广东精神的引导下脚踏实地、苦学真干，扛起时代赋予的伟

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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