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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色资源融入思政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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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红色资源的主要内涵与价值、将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学的价值体现以及上海红色资源主要内容等几个方面进

行了简单的分析，提出了将上海红色资源融入思政教学的几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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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有

着重要的影响意义，利用多种教学教学资源拓展思政教学途径是现

阶段教学工作者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1、红色资源的主要内涵与价值 

1.1 红色资源内在含义 

在高校教育教学过程中红色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具备强大的说服力以及资政育人的特点。红色资源从具有突

出的政治文化色彩，缘起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发展进程，不仅

全方位呈现了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必然产物。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树立共产主义伟大理念的表现形

式，更凸显了无产阶级性质的奋斗精神，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

重要的指导与教育意义。红色资源的主要内涵，在文学研究领域中

学者们都有不同的意见，红色资源的概念最初由著名学者吴小斌与

谭东发提出，认为红色资源具备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的含义。将三

次大型国内的战争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

期间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经过艰苦奋战、顽强抗争所产

生的精神文化和历史遗存归集为狭义的红色资源，被大部分社会群

众所认可。但还有许多研究学者对红色资源概念的解释与其有着众

多的相似之处，还有着一定的分歧。共同之处指的是都认为红色资

源是革命精神与历史遗存物质载体的结合体，但意见分歧还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一方面红色资源的产生主体角度来分析，部分学者认

为应当将古今中外所有的先进群体育人物思想都归集为红色资源

文化，但此种观点明显忽视了红色资源的无产阶级根本性质。由于

红色资源来源于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奋斗的重要产物，其主体必

然应当是在中国共产党指引下的历史创造者，也就是广大人民群

众，不单单包含历史革命中伟大的先驱分子；一方面，从时间跨度

来讲，红色资源缘起的时间节点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有众多分歧，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时间节点：一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期间，二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

由于红色资源的兴起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

时间节点就应当从中国共产党诞生时为关键的时间界定节点，所

以，红色资源时间跨度应当包含我国革命运动、社会建设以及改革

奋进的等每个重要发展时期。另一方面，从红色资源功能价值方面

来讲，红色资源作为历史遗存载体以及精神文化的总和，因此红色

资源包含多种层面的价值功能，主要包括文化价值、政治价值、经

济价值以及生态价值等。随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不断深入开

展，红色资源作为优质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其包含的教育深层价

值逐渐被重视起来，众多高校教育工作者也开始深度挖掘其中的内

在教育教学价值[1]。 

将众多学者的研究理论成果加以综合概括，在调查研究与现有

研究理论的基础之上，将红色资源的涵义归结为从中国公产党诞生

之后，在经过多次革命战争洗礼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

等关键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与领导之下，全国人们共同奋斗

过程中创造的革命精神以及产生的历史遗存瑰宝，充分体现了革命

价值的资源。 

2、将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学的价值体现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当中，红色资源作为关键的教育

资源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不仅以多种形式为广大高校学生展现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们恢弘的革命与奋斗历史，更凸显出团

结奋进的革命精神，所以仍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文化教育有

着重要的影响价值。 

2.1 政治价值 

在高校思政教育教学过程中，政治教育是核心内容，对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向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意义。据此类推，在

红色资源所包含的价值功能中，政治价值所处与核心主导位置。由

于红色资源缘起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实践所产生的宝贵财富，不

仅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执政明确了重要的历史依据，，更为我国社会

主义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政治价值还体现在红色资

源有助于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高度认同。在经过党

和人民的努力奋斗所形成的红色资源的价值观念，不仅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必然产物，更充分体现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新时

代背景下，发挥红色资源的政治价值，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健

康发展[2]。 

2.2 文化价值 

红色资源是党与人民在不断奋斗过程中产生的宝贵财富，具有

深厚的文化价值，一方面，在我国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关键时

期，红色资源作为先进文化不仅推动着社会的健康发展，还凝聚着

广大群众的民心民意。在新时代发展阶段，发挥红色资源文化价值，

不仅能够引导人们群众树立民族文化自信，还能推动民族文化不断

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在现如今世界文化格局不断变化的时期，

文化实力以充分体现着国家的综合国力，此时，着重发挥红色资源

价值，引导大学生树立争取的价值观念，保障我国本土文化安全，

抵御不良文化侵蚀，是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根本任务。 

2.3 教育价值 

红色资源的主体价值体现就是教育功能，作为重要的教育教学

资源，红色资源的故事性、与时俱进性以及实践性参与性等多种形

式的内容都给高校思政教育教学提供重要的素材，拓展了高校思政

教学内容。红色资源既包括物质载体形式还包含了内在精神品质，

能够直接引导着当代大学生思想观念的形成，促进其爱国主义精神

的培养。另一方面、由于红色资源感染力比较强，能够为高校思政

教育教学拓展教学途径的基础上，有效提升教育教学效果与质量[3]。 

3、上海红色资源主要内容 

上海红色资源具有内容丰富以及感染力强的多重特点，能够违

规高校思政教育教学提供重要的基础。2018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旧址首发了《上海红色文化地图》，其中涵盖了

上海地区 387 处红色文化资源，统计了上海地区全部的红色资源，

按照相关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重要类别：一是重大历史事件纪念

馆，例如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局机关历史纪

念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等；二是重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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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纪念馆，例如五卅运动纪念碑、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三是革

命先辈旧居，力图宋庆龄旧居、毛泽东旧居、刘少奇旧居等；四是

著名文化名人故居，例如矛盾旧居、鲁迅故居、聂耳旧居等；五是

革命烈士故居，例如，顾正红烈士殉难处、李白烈士故居等；六是

烈士陵园，例如五卅烈士墓、龙华烈士陵园等。除此之外，上海红

色文化地图还包含了部分上海高校中蕴含的红色资源，例如，光华

大学遗址、上海大学旧址、同济大学学生运动纪念园、国立暨南大

学旧址以及《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等等。虽然地图中没有包含全部

高校红色资源，但是各高校自身仍然以各种形式努力记载着为国家

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例如上海交通大学校园中的钱学森图书馆、上

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上海财经大学商学博物馆等[4]。 

4、在高校思政教育教学中融入上海红色资源的重要作用 

4.1 上海红色资源能够给高校思政教学提供重要载体素材 

在高校思政教育教学过程中，重要的教学任务就是在爱国主义

教育为根本出发点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家国情怀以及政治认同理念。

在此过程中就应当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政治，引导学生全面了解以及

掌握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艰苦奋斗历程以及在新

中国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此时红色资源就是高校思政教

育教学中的重要教学载体，能够为学生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以及奋斗历程。 

上海红色资源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以及历史的印证，经受住了各

种实践运动的考验；在建国后的和平年代，随着不断的发扬与传承，

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接纳与认可。在上海红色资源当中不仅包含了我

国的各种优良传统以及道德品质，更将这些优良品质从不同社会发

展时期中充分的表现出来。上海红色资源缘起于人民在共产党领导

下的革命斗争实践过程当中，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呈现出其内部蕴

含的伟大革命传统以及革命精神，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红色精神在

不断的传承过程中，充分的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身上，促使上

海发展成为我国的重要经济发展中心。上海红色资源以自身独有的

额历史资料再现以及革命奋斗精神，能够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

过程中引起大学生强烈的思想共鸣，从而深度激发其爱国主义精

神，为进一步培养高校学生的家国情怀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与

此同时能够进一步促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以及个人理想，

秉承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效融合的理念奋发图强。上海红色资

源所呈现出来的多种价值观念能够与当代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教学

目标完全融合，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4.2 上海红色资源可以为高校思政教育教学提供再现教学场景 

现阶段，高校大学生大多都是 00 后的年轻一代，成长在新时

代背景下的年轻学生具有较高的知识储备量，并时刻保持着对世界

的强大好奇心，新时代的大学生在面对外界各种新鲜事物时具备强

大的接受能力，因此在其人生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必须对其进行正

确的思想引导，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就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

用。上海红色文化资源可以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再

现重要的思政教学场景，促使高校思政教育能够进一步发挥政治教

育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思想品格。首先，通过引导学

生参观上海地区的重大革命历史纪念馆、烈士陵园以及各重要战争

纪念馆的过程中，促使学生直观感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顽强奋斗

的历程，体验到党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的价值观念；其次，在大学

生参观革命烈士以及革命先辈的旧居时，能够亲生体验到革命先驱

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表现出的勇于牺牲、乐于奉献以及坚贞不

屈的高尚情操，为当代大学生树立榜样力量，促使其加深对新时代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认知。再次，当大学生在参观上海高校中

的红色文化资源过程中，例如，钱学森图书馆、《共产党宣言》展

示馆等，能够切实感受到知识分子为国家富强繁荣、为实现共产主

义而顽强奋斗的精神。为学生树立起榜样价值观念，增强其文化自

信，引导大学生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而不断努力奋斗的精神。 

5、上海红色资源融入思政教学的重要途径 

5.1 完善思政教育教学设计 

在高校思政教育教学设计过程中，包括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

法设计、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步骤设计以及教学反馈设计的等多个

设计环节。为了有效防止思政教学过程浮于表面形式，必须充分发

挥上海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达到高校学生积极响应与充分认可

的目标。所以，在思政教学设计过程当中，必须充分尊重学生的主

体地位，围绕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目标，将上海红色文化资源贯穿

到整个教育教学过程当中，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思政学习的热情与积

极性。根据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的具体内容选取与教学大纲要求联系

紧密的资源，按照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的各种特点，采取多种教育教

学方法。例如将烈士精神、红船精神等一系列红色经典融入到思政

教育教学内容当中，或者通过组织学生参观拜访名人故居等活动。

在思政教学的铺垫、引入、体验、呼应以及提高等步骤当中进行逐

渐渗入，完成教学各项环节之后，应当充分了解学生对上海红色文

化资源的融入后的反馈，从而不断完善相应的教育教学设计[5]。 

5.2 课堂内外相融合 

教学效果是检验教学设计的重要依据。将上海红色文化资源融

入到高校思政教学中的最佳效果就是引导大学生对上海红色资源

产生高度的认同，从而能够自发传承与发扬红色精神，并结合生活

实际，进行有效的应用。因此，在高校思政教学中融入上海红色资

源的过程中，应当时刻遵循以学生为根本的教学理念，将课堂教学

内容与学生课下实践进行有效的融合，引导学生接受上海红色文

化，并内化成自身优良的思想道德品质，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在红

色精神的引领下，引导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5.3 理论结合实际 

高校思政教师在课程设计的过程当中，应当将上海红色资源融

入到教学大纲中，设计成主要教学路线，选取经典革命历史场景以

及典型人物事迹，将马克思主义与上海红色革命实践进行有效融

合，通过引导学生参观红色资源历史遗址等方法，促进学生充分掌

握课堂理论知识。从而达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以及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教学效果。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蕴含着多样式的红

色资源，是培养当代大学生发扬红色精神的重要基地，高校思政教

育教学应当充分利用上海红色资源，优化教学设计，为社会主义建

设培养新一代合格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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