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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策略探究

梁爽　李长有　秦长乐　潘林　何佳　李文茜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1100

摘　要：本文针对黑龙江红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分类，探讨了其精神内涵和教育基地的建设。同时，分析了红色文化资源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现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如教育内容单一、方法陈旧、缺乏实践性。文章进一步提出了

应用策略，包括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融入课堂教学和党务活动、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等，旨在通过这些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

增强红色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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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中的宝贵财富，承

载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历史价值。黑龙江作为红色文化的

重要发源地之一，其红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分类对于传承

和弘扬革命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面临诸多挑战，如何有效地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教育体

系，提升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红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分类

1.1 黑龙江红色文化精神内涵

黑龙江红色文化蕴含深刻精神内涵。东北抗联精神展

现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民族危难时刻的英勇抗争。抗日英雄

如杨靖宇等，在艰苦条件下与日寇斗争，捍卫国家尊严。

北大荒精神体现了拓荒者在粮食短缺时的开拓精神，将荒

原变为粮仓。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由王进喜等大庆石油工

人在艰苦环境中创造，体现了拼搏和创新精神。这些精神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实现

中国梦而奋斗。

1.2 黑龙江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黑龙江省有很多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这对于红色文化

的传承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东北抗联博

物馆，中共黑龙江省历史纪念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

罪证陈列馆，哈尔滨烈士陵园，双城四野纪念馆等、北大

荒博物馆，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以及大庆油田历史陈列

馆通过陈列历史文物，资料以及组织展览，讲解的方式，

使人们深刻地认识了历史，缅怀了烈士，继承了革命精神。

这些基地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资源，同时也

以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来吸引群众特别是大学生，提升大

学生爱国主义情感与民族自豪感，推动红色文化精神继承

与发展。

2. 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现状分析

2.1 教育内容单一

目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着教育内容简单等

问题。就教材而言，通常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解，而对于红

色文化资源发掘与融合不充分。课本上与红色文化相关的

内容也许仅限于某些经典历史事件与人物，而缺少表现当

地红色文化特色，比如黑龙江富有东北抗联精神等、北大

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内容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

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可能会过多地依赖于教材而缺乏对于

红色文化内涵与价值的扩展，从而造成学生对于红色文化

认识的片面性。与此同时，教育内容更新缓慢，很难与时

代发展同步，学生需求也发生改变。比如在如今多元文化

的大环境中，学生对于红色文化的理解以及兴趣点都有所

改变，但是教育内容并没有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也没有

完全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2 方法陈旧

传统教学方法主要是由教师传授，学生被动地接受。

这种单向知识传输方式互动性、参与性不强，学生学习积

极性、主动性很难被激发。课堂中，教师通常只重视理论

知识灌输而忽略学生情感体验与思维启发。比如在对红色

文化的解读中，只对史实进行简单陈述，并不能引领学生

对其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进行深刻反思。教

学手段亦比较单一，多依赖教材，黑板 ,PPT, 创新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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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不强。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不到位，比如虚拟现实，

多媒体互动没有完全融入到教学过程当中，没有给学生创

设一个生动直观的学习情境。另外，目前的教学评价方法

相对单调，主要依赖考试成绩作为评估标准，而忽略了对

学生学习过程和综合素质的评估，这导致学生更多地是为

了考试而学习，而不是真正理解和接受红色文化。

2.3 缺乏实践性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缺乏实践性的问题较为明显。

在课程设置方面，实践教学环节所占比重较低，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学存在脱节现象。学生在课堂上学习了大量的红

色文化理论知识，但缺乏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的

机会。例如，一些高校虽然开设了红色文化相关课程，但

实践教学活动较少，学生无法通过亲身体验来感受红色文

化的魅力。在实践活动组织方面，存在形式化的问题。一

些实践活动只是简单地参观红色纪念馆或博物馆，缺乏深

入的引导和互动，学生往往只是走马观花式地参观，难以

真正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

3. 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策略

3.1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3.1.1 多馆组合的红色之旅

红色之旅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一条新途

径。通过设计合理的路线，将众多红色文化场馆串联起来，

让同学们对红色文化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如哈尔滨路线一

由党史纪念馆至新政协筹备会会址，再至中苏友好协会会

址纪念馆，表现党组织的发展过程，建国前夕筹备情况以

及中苏友好史等。路线 2 由革命领袖参观黑龙江纪念馆，

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纪念馆，尚志公园等组成，使同学

们体会领袖关怀，党组织的奋斗，英雄精神等。路线 3 中

赵一曼烈士纪念雕像，东北抗日及爱国自卫战争烈士纪念

塔，李兆麟将军纪念馆及兆麟公园等，使同学们对东北抗

日历史有了深刻的认识。路线 4 青运史纪念馆，周恩来早

期来哈生活遗址以及靖宇公园等，使同学们对青年运动历

史，伟人成长经历以及杨靖宇将军殉国等有一定了解。这

些路线通过历史背景，文化价值以及实物展示等方式，给

同学们提供了大量的学习资源并激发了学习兴趣与主动性，

提升了他们对于历史的崇敬之情以及对于民族的认同之心，

达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3.1.2 结合实践基地选择的红色影视观影

红色影视这一鲜活的艺术形式可以把红色文化直观而

形象地展示在学生面前。选用红色影视应充分考虑实践基

地特点及思政课程内容。比如同学们去东北抗联博物馆看

电影，那就选择看和东北抗联有关的影视作品比如《杨靖

宇》等。这部电影通过引人入胜的剧情和栩栩如生的画面，

生动地描绘了杨靖宇将军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与日本侵略

者进行的英勇抗争。同学们参观了博物馆，又看了这样一

部电影，可以对东北抗联的精神实质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在电影里，将军杨靖宇在寒冷的冰雪覆盖的环境中与敌军

周旋，展现了他宁愿牺牲也不屈服的精神，这不仅激发了

学生们对英雄的深厚敬意，也使他们更加珍视这难得的和

平时光。假如你的实践基地位于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那么你完全可以选择观赏像《铁人王进喜》这样的红色影

视作品。这部影片生动地描绘了王进喜如何领导大庆石油

工人克服困难，展现了大庆和铁人的双重精神。学生们在

参观完纪念馆后，观看影片可以进一步感受到王进喜那种

“我宁愿牺牲二十年的寿命，也要拼尽全力去开采大油田”

的豪迈气概和无私奉献精神。通过电影中对细节的细致描

述，例如王进喜在井喷发生时毫不迟疑地跳入泥浆池，并

用自己的身体去搅动泥浆，这样的场景让学生们能更直接

地感受到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的伟大。看电影时可组织学

生讨论交流。使学生分享对这部电影的感悟与领悟，并引

导其思考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如看了《铁人王进喜》

之后，可组织同学们共同探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对当今

时代的继承与发扬，并探讨怎样把这一精神应用于学习、

生活。

3.1.3 讲述革命故事

革命故事负载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与深刻的精神内涵，

能生动展示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与高尚品德。教师可选择

有代表性的黑龙江革命事迹上课。比如讲东北抗联英雄人

物杨靖宇，他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孑

然一身同大批日寇周旋搏斗了几个日夜，英勇就义于濛江

县。敌人残酷地将其尸体切开，只见其尸体上只剩下枯草、

树皮、棉絮而无一粒食物。通过这一系列的故事，学生们

可以深深地体会到杨靖宇将军那坚定不移的革命决心和他

的英勇牺牲精神。讲革命故事，应注意细节刻画，使学生

如临其境。例如，描述了赵一曼在被捕之后受到的严酷折



教育与学习 6卷 11 期
ISSN:2705-0408(P)；2705-0416(O)

    148

磨，但她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没有透露任何关于党的机

密信息。可详细叙述赵一曼所受的折磨及在监狱中给儿子

写的一封信，使学生体会母爱之深，革命烈士之坚定。同时，

还可以运用多媒体手段，如播放相关的历史图片、视频等，

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为增加同学们的参与，可举办同学们

革命故事分享会。让学生自己去搜集，整理，讲革命故事。

这既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表达能力，又使其对革命

故事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比如有些同学可能讲到北大

荒开发建设时期，数十万拓荒者战天斗地、艰苦卓绝地把

荒凉的北大荒改造成富庶的北大仓。这些故事可以使学生

领略到前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3.1.4 分析红色文献

红色文献是革命历史的重要见证，蕴含着丰富的思想

内涵和价值观念。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

黑龙江地区的红色文献，如抗联战士的日记、书信等。这

些文献真实地记录了抗联战士在艰苦环境中的战斗生活和

思想情感。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学生们可以了解到东

北抗联时期的历史背景、战斗情况以及战士们的坚定信念。

例如，通过阅读抗联战士的日记，学生们可以感受到他们

在冰天雪地中与敌人顽强斗争的艰辛，以及对祖国和人民

的无限忠诚。同时，还可以分析一些反映北大荒开发建设

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记录了拓荒者们的奋斗历程和伟大

成就，展现了北大荒精神的形成过程。学生们通过分析这

些文献，能够深刻理解北大荒精神的内涵，即艰苦奋斗、

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例如，一些文献中记载

了拓荒者们在荒原上开垦土地、兴修水利的艰苦过程，以

及他们为了国家粮食安全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在分析红色

文献时，教师要注重方法的指导。首先，要引导学生了解

文献的背景和作者的生平经历，这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

文献的内容和意义。其次，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让他们能够对文献中的观点和内容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

例如，对于一些历史事件的描述，要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

度进行思考，分析其原因和影响。

3.1.5 鼓励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

鼓励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是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重要举措。三下乡活动为学生提供

了深入农村、了解社会的机会，同时也为红色文化的传播

和实践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在三下乡活动中，学生可以通

过多种方式传播红色文化。例如，组织红色文化宣讲团，

深入农村社区、学校等地，向当地居民和学生讲述革命故事、

宣传红色精神。学生们可以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将东北抗

联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等传递给当地

群众。比如，通过讲述王进喜带领工人艰苦创业的故事，

让人们了解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的内涵，激发他们的奋斗

精神。学生还可以开展红色文化文艺演出。编排具有地方

特色的红色文艺节目，如红色歌曲演唱、红色小品表演等，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红色文化。在演出过程中，不

仅能够丰富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还能让他们在欣赏节目

的同时，感受到红色文化的魅力。

3.1.6 参与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活动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将红色精神转化为实

际行动的平台，使他们能够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过程

中深刻体会红色文化的内涵。学生可以参与七彩假期志愿

服务活动。在假期中，他们可以前往农村或社区，为留守

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学业辅导、兴趣培养等服务。在这个过

程中，学生可以将红色文化融入到课程内容和活动中。例

如，通过讲述红色故事、教唱红色歌曲等方式，激发孩子

们对红色文化的兴趣，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同时，

学生也可以组织孩子们观看红色影视作品，引导他们讨论

和思考影片中所传达的精神，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和人生观。养老院志愿服务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领域。

学生们可以定期前往养老院，陪伴老人、关心他们的生活。

在与老人交流的过程中，学生可以聆听老人们讲述过去的

故事，其中可能包含着他们所经历的时代背景和红色记忆。

这不仅能够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也能让他们从老

人身上感受到坚韧、乐观等品质。此外，学生还可以为养

老院的老人们举办红色文化主题活动，如红色文艺表演、

红色文化讲座等，丰富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传

承和弘扬了红色文化。乡村绘画和风筝文化节等活动也是

传播红色文化的良好契机。在乡村绘画活动中，学生可以

以红色文化为主题，创作绘画作品，描绘革命历史场景、

英雄人物形象等，将红色文化与乡村文化相结合，美化乡

村环境，提升乡村文化氛围。在风筝文化节中，学生可以

设计制作红色主题的风筝，如绘制五星红旗、革命标志等

图案，在放风筝的过程中向人们展示红色文化，吸引更多

人关注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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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综上所述，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创新教育内容和方法，结合地方

红色文化资源，可以有效提升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未来，

应进一步深化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加强实践教学

环节，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从而培养出更多具有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青年。通过这些措施，红色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将更加充满活力，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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