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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教育背景下红色基因融入艺术类高职院校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报告
雒建慧 范译匀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陕西西安 710000

摘 要：本课题在大量的文献分析和问卷调研的基础上，厘清了红色基因的概念，以陕西艺术职业学院为样本，聚焦

辅导员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在调研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四史”教育背景下红色基因融入艺术类高职院校学生日

常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时代价值，探索融入的有效路径，帮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

色血脉，形成红色育人机制，切实提高艺术类高职院校辅导员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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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当前，红色基因、红色基因融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

色基因的发展和传承，特别是在“四史”教育背景下，习近

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把这些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

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初心、永担使命，自觉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因此，艺术类高职院校辅导员开展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挖掘“四史”当中的红色基

因，丰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和形式，教育引导广

大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赓续共产

党人精神血脉，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在大量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把握好红色基因的概念，阐明

“四史”教育背景下红色基因融入艺术类高职院校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时代价值、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融入的有效

路径，帮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赓续

红色血脉，形成红色育人机制，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可以为艺术类高职

院校或者其他同类院校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

依据；同时，还可以进一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成

红色育人机制，提高思政教育实效。

2、现实意义：当前，各种社会思潮激荡，意识形态安

全受到挑战，网络文化影响下的 00 后大学生缺少红色基因

熏陶，开展此项研究就是将红色基因深深植入一代又一代年

轻人的心中，内化为大学生爱党爱国、理想信念的内在品质，

以青春朝气、激昂斗志的精神状态和脚踏实地的行动为繁荣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贡献。

三、文献综述

（1）关于“四史”教育：以“四史”教育为关键词进

行知网检索，共查找到相关论文 220 余篇，通过仔细梳理，

内容多集中在“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形

式及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融合等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

周苏娅《“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重维度》，

文章从“融入”关系入手，研究了“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之间的契合点，从逻辑关系、现实意义、发展策

略三重维度揭示“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

学合理性、时代价值性、发展方向性，在动态发展中为“四

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基本思路和发展指向。

（2）关于红色基因：红色基因的传承是当前学术界研

究的热点问题，在中国知网上以“红色基因”为关键词进行

搜索，可得出相关结果 1600 余条，多是对于红色基因概念

的界定，以及传承红色基因路径和方法的研究，比较具有代

表性的有庞洋洋《习近平传承红色基因思想研究》，文章从

红色基因相关概念和理论的释义、习近平传承红色基因思想

的来源及其内容、习近平传承红色基因思想提出的原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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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习近平传承红色基因思想蕴含的时代价值，预防

“文化转基因”五个维度对习近平传承红色基因思想进行了

系统深入的研究。

（3）关于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红

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关键词进行知网检索，

共有相关研究成果 65 篇，其中各类期刊论文 40 篇，硕士论

文 24 篇，博士论文 1篇。比较具有代表性是曹玮琦（2021

年）在《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索》中主

要围绕“如何将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素

质教育中的的重难点问题，分析了红色基因对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意义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探索出了

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

综上所述，一方面，目前关于“四史”教育、红色基因

和“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料比较多，但

缺乏“四史”教育背景下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

教育的系统性研究；另一方面，上述研究大多是对本科院校

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或者思政课教学的对策、路径

的研究，而专门针对红色基因融入艺术类高职院校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还尚未涉及，所以本课题具有重要的研

究意义和价值。

四、研究过程

（一）厘清“红色基因”的概念

本课题在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明确红色基因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标识和精神内核，是中国共产党在革

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独

有的核心精神特质、思想品质和道德境界，主要包括坚定信

仰、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求真务实、

清正廉洁等内容。
[2]
红色基因孕育了不朽的红船精神、井冈

山精神、延安精神、建党精神和抗疫精神等，在“四史”教

育背景下开展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由此可见一部红色

基因的传承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的奋斗史，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元

素，是在“四史”教育背景下，艺术类高职院校辅导员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开展调查研究

1、调查研究的说明和要求

本次调研主要针对学生群体展开。根据我校实际情况，

调研因受疫情影响不允许大规模聚集，因此采用线上调查问

卷进行，发放问卷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22 日，回收问卷时间

为 1月 23日，调研覆盖了全校 6个院系，共计回收问卷 1142

份。

问卷内容均是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精心设计，符合调研

的要求和课题研究的需求，能够反映出在“四史”教育背景

下，红色基因融入艺术类高职院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

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2、调研结果分析

（1）调研基本情况：通过对参与调研的学生基本情况

的分析，可以发现回收的 1142 份问卷中，男性占 26.44%，

女性占 73.56%；各学院学生占比美术与设计学院 49.47%，

影视传媒学院和音乐学院各 2.63%，学前教育学院 38%，戏

曲学院 2.01%，舞蹈学院 5.25%；各年级学生占比分别为大

一 38.62%，大二 38.27%，大三 23.12%；政治面貌中群众占

42.56%，共青团员占 53.24%，中共预备党员占 3.06%，中共

正式党员占 1.14%。

（2）调研主要内容分析：通过对调研问卷的分析可以

发现，在“四史”教育背景下，红色基因融入艺术类高职院

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①针对“红色基因”和“四史”等基本概念和内涵的认

知。有近 75.83%的学生表示对红色基因的概念了解一些，

完全了解的占不到 15%；而能准确表述“四史”基本内容的

学生占比不足 50%；对红色基因的内涵认识方面，部分学生

的认识相对比较模糊。

②针对学校对红色基因的传承是否重视，有 33.8%的学

生表示非常重视，比较重视占 59.46%；有 92.03%的学生表

示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非常有必要；但同时也

有 38%的学生表示从来没有参加过传承红色基因或者红色

文化相关的活动，学生自身的获得感和参与感相对较低。

③针对辅导员在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的作用及存在

的问题方面，95%的学生认为辅导员在红色基因融入学生日

常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存在问题方面主要表

现为以下几点，形式单一、流于表面占 28.46%；宣传力度

不够占 41.94%；跟专业的结合度较低占 41.42%；对周边的

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利用不够占 37.34%；开展此类活动成本

较大占 31.09%。

（三）根据调研分析，阐明红色基因融入艺术类高职院

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价值，探寻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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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调研问卷结果的分析和艺术类高职院校辅导员

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需要阐明融入的时代价值，

有助于艺术类高职院校学生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坚定理想信念，培育爱国情怀；

有助于引导艺术类高职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有助于艺术类高职学生坚定文化自信，为繁荣社

会主义文艺，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最终，结合艺术类高

职院校学生自身特点，探索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有效路径，一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红色基因融入

机制建设；另一方面要紧扣艺术专业特色，创新红色基因融

入形式，提升学生获得感；同时，还要注重校园文化建设，

于春风化雨中将红色基因浸入心扉。
[3]

五、研究的结论和建议

（一）课题研究的结论

本课题的研究是要在文献资料分析和问卷调研的基础

上，立足艺术类高职院校辅导员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

际，探索“四史”教育背景下红色基因融入的有效路径，提

高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和水平，形成具有艺术类高职

院校特色的红色育人机制，助推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提升。

通过本课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上述目标基本达成，特别是

各专业在一系列紧扣艺术类职业院校专业特色的艺术实践

中，学生成为了红色基因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对于红

色文化的认同度和获得感提升，成为了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

色血脉，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坚强力量，红色

育人机制基本形成。

（二）课题研究的建议

1.提高学工队伍的整体理论研究能力和水平。建议学校

可以在现有的学工队伍中选拔具有丰富的一线学生工作经

验、扎实的专业理论素养和较好的科学研究能力的 3-5 名辅

导员成立辅导员工作室，健全各项制度及物质保障，依托工

作室形成学生工作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整体合力，多出学生工

作研究的精品项目。

2.推动“三全育人”体制机制落地生根。学校党委学工

部门应加强制度建设和思想宣传，明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不仅仅是辅导员的职责，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行

政管理部门、后勤保障等部门都应该自觉承担起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任务，各取所长，同向同行，真正构建起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模式。

3.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深挖学校校史中的红色基因，赓

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于春风化雨中将红色基因浸入

心扉。

六、课题研究的不足和下一步计划

（一）研究的不足

1.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在结合艺术类高职院校专业

实际及“00”后大学生思想和心理特征开展艺术实践方面尚

有不足；辅导员大部分为哲学、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

理论、社会学等专业背景，在创作具有艺术类高职院校专业

特色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对于学生的艺术创作可以提供的专

业指导有限，需要进一步加强。

2.本课题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注重对理论的研究和分

析，实地走访调研、考察研究较少，特别是受新冠疫情的影

响，带领学生团队赴省外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走访调研受限，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课题研究的实效性和学生的获得感。

（二）下一步研究计划

1.继续加强研究者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积极参加学校

和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专项培训，加强学习，提升理论水平、

工作水平和科学研究水平，争取成功申报省级学生工作精品

研究项目。

2.加强实地走访考察调研。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

充分利用学生“主题党（团）日”活动、暑期社会实践等活

动开展实地走访调研，了解目前有关红色文化教育的新情

况、新问题、新形式，将这些融入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

让新时代的青年在红色文化中感悟党的辉煌与伟大，使红色

基因薪火相传，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事业，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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