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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校思政课上，积极传承红色基因，可以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政课教育深度，丰富高校思政课内容，鼓励

广大学生发扬红色精神。本文主要围绕“高校思政课红色基因传承的意义”“高校思政课红色基因传承遇

到的问题”“高校思政课红色基因传承机制及其创新路径”这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重点结合红色基因，

探究高校思政课红色基因传承机制及其创新问题，分别从“形式”“实践”“考核”等视角出发，提出一

些改进建议，希望引导越来越多高校学生深入探索红色基因。 
【关键词】高等院校；思政课；红色基因；传承机制；创新路径 

DOI：10.18686/jyyxx.v3i11.61484 
 
对红色基因的传承，关系到学生思想品德，也关系到

学生长远发展。在高校思政课上，引导学生积极学习红色

基因、传承红色基因，已经成为相关教师重点教学任务之

一。目前，高校思政课红色基因传承工作，遭遇的问题主

要有：“形式趋于单一化”“缺乏有效的实践锻炼”“忽略

相对应的考核环节”等。考虑到这些已经出现的问题，高

校教师要展开深刻的反思工作、修正工作，朝着更科学的

方向，构建全新的红色基因教学体系，真正发挥红色基因

的育人优势，切实提升高校思政课育人质量。 

1  高校思政课红色基因传承的意义 

1.1  提升高校思政课教育深度 
对红色基因的学习和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民族精

神，彰显高校思政课教育深度。具体来说，在高校思政课

上，教师不仅要介绍各种先进理论，还要宣讲革命精神。

这个时候，高校教师可以结合红色基因，重点分析“西柏

坡革命精神”“延安革命精神”“井冈山革命精神”等。通

过分析革命精神，高校学生可以陷入思考，深切感知思政

课的深度。除此之外，系统化分析红色基因的过程中，高

校教师可以进行历史回顾，介绍祖国的主要发展历程。祖

国的每一次飞跃，带来了现在的幸福生活。在这样的讲述

中，可以触动学生思想，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个人幸福与

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提升思政课育人深度。 
1.2  丰富高校思政课内容 
围绕红色基因，涉及众多教学素材，如红色歌舞、红

色事迹等。这些素材经过一定整合，可以梳理成规范化的

思政课教学内容。具体来说：一方面，梳理红色歌舞。高

校教师可以列举一些经典的红色歌舞，如《红色娘子军》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和我的祖国》等，带领学生一起

鉴赏，体会红色歌舞中蕴含的深意。在这个过程中，高校

教师还可以组织表演类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创编红色歌

舞，在舞蹈中思考、在歌唱中感悟。另一方面，梳理红色

事迹。在革命历史上，令人记忆深刻的红色事迹有很多，

如“延安革命的故事”“井冈山会师的故事”“抗美援朝的

故事”等。这些红色事迹可以作为一项重要学习资源，供

学生学习、研究。 
1.3  鼓励学生发扬红色精神 
经过一定学习，高校学生会逐步意识到个人责任，希

望将红色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具体来说，学习红色基因

的过程中，高校学生会慢慢感受到红色基因的“特殊性”

以及“社会价值”，产生一种强烈的保护意识。基于此，

高校学生乐于成为“传承者”。尤其是红色基因中蕴含的

红色精神，如“保家卫国”“爱岗敬业”“为人民服务”激

励着高校学生不断前行，努力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

强烈家国情怀的人。除了自主传承，高校学生还会通过身

边的各个渠道，如“校广播站”“校宣传栏”“校网站”等，

定期推送红色精神相关资讯。这样一来，高校学生不仅是

认真的“传承者”，也是无私的“弘扬者”，可以将优秀的

红色精神传播出去，感染各行各业的人，将各行各业的人

团聚起来，共同建设伟大的祖国。 

2  高校思政课红色基因传承遇到的问题 

2.1  形式趋于单一化 
关于红色基因传承工作，有些高校思政课教师不知道

如何创新形式。具体来说，有些思政课教师习惯“说教”，

不提倡探究与互动，大部分精力都在自己的教案上，没有

根据课堂上的实际情况向学生提问，或者接收学生反馈。

大部分学生的参与感不强，对红色基因的学习兴趣也不会

很高。除此之外，传承红色基因的过程中，有些思政课教

师以“校内推广”为主，强调使用校内现有的各项资源，

没有拓宽视野，合理调配校外资源。长此以往，红色基因

传承工作可能会陷入封闭化格局，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

以上问题，都有可能导致高校思政课缺乏红色基因。 
2.2  缺乏有效的实践锻炼 
对红色基因的学习，有些高校思政课教师提供的实践

锻炼机会并不多。具体来说：一方面，缺乏校外实践锻炼。

在校园之外，无论是人们日常的生活、生产，还是国家整

体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可以体现红色基因的光辉。只不过，

有些思政课教师目光都在校内，可利用的校外渠道非常有

限，难以策划丰富多彩的校外实践活动。如果不改变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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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高校学生很难建立红色基因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

性。另一方面，缺乏线上实践锻炼。随着网络技术不断发

展，在各个线上平台，也可以策划红色基因相关活动。但

在实际情况中，有些思政课教师不熟悉网络技术、线上平

台，教学能力跟不上科技发展，思想上带有明显的“保守”

意识，没有积极动员学生参与线上实践锻炼。 
2.3  忽略相对应的考核环节 
“只讲解、不考核”的教学体系，很容易影响高校学

生对红色基因的学习态度。具体来说，在高校思政课上，

有些教师对结果不够关注，将“讲解工作”与“考核工作”

割裂开，没有针对红色基因内容，设计相对应的考核试题。

一旦学生习惯这种“不考核”的学习模式，思想上很容易

放松、行为上很容易懈怠，不利于高校学生养成“主动学

习、积极探索”的学习意识。除此之外，有些高校思政课

教师设置的“红色基因考核”，缺乏必要的难度系数，基

本上每一个学生都可以顺利通过，没有达到“检验知识”

的目的，也没有起到“锻炼能力”的效果。为了更有效地

传达红色基因，高校思政课教师要以考核的形式，清楚地

传达要求、标准，向学生适当施压，提醒学生及时纠错、

补漏，认真对待红色基因相关学习任务。 

3  高校思政课红色基因传承机制及其创新路径 

3.1  以多样化形式传承红色基因 
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敢于突破传统形式，以多样化形式

传承红色基因。具体来说，高校思政课教师要避免大量“说

教”，倡导“学生探究”“师生互动”，根据课堂上的实际

情况，穿插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吸引学生关注。当大

部分学生参与到课堂互动中，接收的红色基因内容自然也

会更多，有利于高校学生积累素材。除此之外，宣导红色

基因相关内容时，高校思政课教师既要利用校内各个渠

道，又要主张“校外推广”。如以“走访革命烈士后代”

“参观红色旅游景点”“深入革命遗址调研”等形式，打

开红色基因传承工作的格局，带动高校学生学习热情。 
3.2  创造有效的实践锻炼机会 
高校学生接触系统化红色基因内容时，思政课教师要

调动各项积极因素，创造充足的实践锻炼机会。具体来说：

一方面，创造校外实践锻炼。高校思政课教师可以联系企

业，在企业的支持下，策划红色基因相关实践活动，如“校

企合作红色基因演出”、“校企合作红色基因演讲大赛”“校

企合作红色基因行为艺术”等，通过校外实践活动，揭示

红色基因的社会价值，突出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要性。另一

方面，创造线上实践锻炼。高校思政课教师可以运用网络

技术，登录线上平台，策划不同主题的红色基因线上活动，

如“红色基因与社会发展—线上问卷调查活动”、“红色基

因传承的国际影响力—线上沙龙活动”—“红色基因传承

微电影—线上观影活动”等，吸引学生参与、探究。 
3.3  重视相对应的考核环节 
关于红色基因相关教学工作，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改变

“只讲解、不考核”的固有模式。具体来说，高校思政课

教师要从结果出发，避免“讲解工作”与“考核工作”相

脱节，定期组织严格考核。举例来说，根据红色基因教学

进度，高校思政课教师可以设置“线上红色基因知识问

答”，让学生养成“一边学习、一边检测”的习惯。除此

之外，高校思政课教师要适当提升难度系数，设置“阶梯

式红色基因考核”，循序渐进地增加考核难度，让不同基

础的学生，都可以发现自己的进步空间，真正实现“检验

知识”、“锻炼能力”的考核目标。总体来说，高校思政课

教师要积极重视考核环节，纠正学生错误的认知和习惯，

提醒学生紧抓红色基因相关学习任务。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思政课上，关于红色基因传承机制

及其创新问题，需要引起相关教师高度重视。为了更好地

传承红色基因，高校教师要紧抓工作重点。具体来说：①

以多样化形式传承红色基因；②创造有效的实践锻炼机

会；③重视相对应的考核环节。在这个过程中，高校教师

还要制定“个人学习计划”，主动钻研红色文化相关现象，

善于捕捉红色文化对当代青年学生的影响，增添教学的趣

味性和思辨性，培养高校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学习兴趣，提

升高校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整体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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