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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大学生传承红色文化的必要性 
唐  琳 

（哈尔滨金融学院投资保险系  黑龙江省哈尔滨  150030） 

【摘  要】青年大学生作为社会份子中流砥柱，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资源。通过学

习红色文化知识，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三观，引领学生在创新创造的生动实践中寻

找人生价值，以此跑好新时代奋进前行的“接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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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是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以史明鉴，可以知兴替、明得失，在历史
经验中汲取成长的智慧和进步的力量，是高校教育工作者
的神圣使命和重要任务。但由于科技发达，高校原有的教
育方式存在滞后性，导致部分学生对学习红色文化不感兴
趣，存在抵触心理。大学生作为祖国的顶梁柱，高校有责
任创新教育教学模式，鼓励大学生在学习之外可以自主地
去学习红色文化知识，了解国家的文化底蕴，增强对学习
“红色文化”的积极性，为国家的发展奉献力量。 

1  以史鉴今，资质育人——大学生学习红色文化的
意义 

在向大学生发起“学习红色文化是否重要”调查报告
中显示，92.20%的学生认为学习红色文化很有必要，意义
深远。其中，超 73.50%的学生认为学习红色文化非常重
要，20%的学生认为比较重要。这表明近九成的学生认为
学习红色文化不仅可以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心，还可提高
思想政治素质。 

1.1  学习红色文化有助于探寻百年中国的历史密
码 

回望历史可以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成功，弄明白
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
见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民至上是党在百年历程中的决
胜密码，学习红色文化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来自人
民、根基人民、血脉在人民。青年知道肩负的重任，知道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非纸上谈兵，只有脚踏实地才
可以继续实现中国梦。 

1.2  学习红色文化有助于加速青年的成长成才 
以党的百年历史作为生动、有说服力的教课书，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是青年成长、成才中不可忽视的环境。在青
年三观形成、思想塑造的关键时期，通过学习红色文化能
够让我们明白：是面对绞刑仍高呼“共产党万岁”的李大
钊、是把自己五个孩子送上前线的妇女邓玉芬、是“生也
沙丘、死也沙丘”，为百姓思量的好官焦裕禄等无数革命
先烈的努力、牺牲才换来如今的幸福生活。了解红色知识，
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建设
中贡献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变成一个知事、懂事、会做
事的青年，客观上加速了其成长成才的步伐。 

1.3  学习红色文化有助于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像

少年英雄“王二小”，机警勘察敌情，用生命引敌人入圈；
像狼牙山五壮士保卫领地、宁死不屈；等等，是无数革命
先烈用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生逢盛世，中国青年如果要
担当好社会责任，就必须贯彻、践行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通过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
青年能够找到学习并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
能够积极响应习总书记“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要
求，能够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提升境界、
激励担当、奋发有为，积极实现第二个百年强国目标。 

2  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大学生学习红色文化的
要求 

“红色文化”告诉我们今天的幸福是踩在昨天革命先
烈的肩膀上作为支撑。高校组织大学生学习红色文化，应
该让他们明白，通过学习红色文化知识，领悟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创造今天的辉煌成就，弄清楚社会主义社会为什
么能在中国行得通，达到领悟其中思想、做实事、开立新
篇局的目的。 

2.1  学习红色文化，汲取思想的力量 
有 78.20%的大学生表示毕业后“待在中国”，但“计

划出国”的学生占 22.80%。表面看来，这虽是一种对毕
业后的规划，但在其背后隐含着部分学生对祖国的不热
爱、不自信，这就要求高校积极开展学生学习红色文化，
让学生明白，中国正在以昂首挺胸的姿态赶上时代浪潮，
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学习红色文
化，与历史对话，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
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才会有如今的盛世繁华。 

2.2  学习红色文化，汲取信仰的力量 
学习红色文化，我们首先得明确什么是信仰、什么是

科学的信仰、什么是政治的信仰。所谓科学的信仰不是只
限于科技等表层含义，而是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科学信仰，而政治信仰是始终坚信“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一生为人民服务的
好官焦裕禄，将全部奉献给大山中孩子的张桂梅等人，都
指向一个根本性的支撑，就是信仰的力量。高校通过教授
红色文化知识，让学生了解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才能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砥砺前行，
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才能把中国从一个列强侵略、任人
宰割的国家发展成今天的世界第二大国。明白只有贯彻党
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
的信仰才可启航新征程，继续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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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习红色文化，汲取道德的力量 
所谓“道德”是指品德高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一个政党，若要稳定、长远的发展，少不了具备良好的道
德品质。群众的心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中国共产党能成功
守住江山的秘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标识，但每
个时代都有坚持为人民服务、弘扬良好道德品质的宗旨。
调查数据显示：有 92.70%的学生对“认为学习红色文化
很有必要”表示赞同，其中大学一年级学生占 83.20%，
二年级学生占 77.24%，三年级学生占 63.80%，四年级学
生占 49.30%。这表明在本科生中，从大一到大四，认为
学习红色文化有助于学生弘扬道德风尚的人数呈逐年递
减趋势。因此，学校需积极落实高年级学生学习红色文化
知识。坚守主流价值的道德引力，弘扬时代新风的道德张
力，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动力。学生自觉加入弘扬红色
文化中，自觉主动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为成长加上一把
“安全锁”。 

2.4  学习红色文化，汲取实践的力量 
通过学习红色文化可以得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理论联系实际，
积极顺应时代发展大潮，才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新境界。知识如果不用便会生疏，历史不看便会忘记建
党初心，只有将党的百年历史与实践相结合、同中国国情
相结合，才可更好地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红色文化”崇尚力行、也贵在力行，坚持将学习和
实践融合并举，才能加深对党的了解。强国有我，请党放
心，努力地去实现中国梦。 

3  结合实事，变法革新——大学生学习红色文化的
途径 

在回答“每周会抽几次去重温红色文化知识”时，受
访学生中表示“4 次及以上”的占 19.60%，“1~3 次”的
占 49.20%，“0 次”的占 31.20%。由此可见，只有极少数
的学生是主动、积极地去学习红色文化，而半数学生对于
学习红色文化的兴趣并不是太高，属于捆绑式、被动式学
习。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高校的教育方式过于死板。对此，
高校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创新教育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
红色文化的兴趣和热情。 

3.1  发挥课堂教学形式 
在填写“主要通过什么渠道获取红色文化知识”时，

选择“学校里的政治课”占 62.40%，选择“电影、微博、
短视频”占 28.50%，选择“参观博物馆”占 9.90%。因
此，学校开展的政治理论课是学生获取红色文化知识的主
要渠道。高校可以利用课前几分钟开展“我来说红色知识”
活动，让学生以演讲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学习成果，在丰

富多彩的教学形式里将红色基因融入学生的血液，增强学
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2  开展红色文化读物学习活动 
在“认为开展红色文化读物是否有必要”的调查中，

92.30%的学生认为开展“红色”读物学习活动很有必要，
其中，45.30%的学生认为可以为大学生学习“红色”知识
营造出良好的学习氛围，35.70%的学生认为可以有效促进
“红色”读物的学习氛围，19.00%的学生认为可以培养学
生勤读书的好习惯。同时，经过调查发现，开展红色文化
知识读书会，学生可以在活动结束后，将所悟到的红色精
神和同学进行交流，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将老一辈
革命家“抗美援朝精神”“建党精神”等传承下去。 

3.3  拓宽新媒体环境下学习红色文化的新途径 
传统高校开展学习红色文化教育主要通过广播、报

纸、书籍、社团等渠道，这些内容滞后的“自上而下”模
式，效果往往不尽人意，学生的兴趣不高。近年来，随着
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的出现，给高校开展红色文
化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因此教育模式的创新迫在眉睫。 

第一，采用“沉浸式”学习，提升对红色文化的兴趣。
高校除了让老师在课堂上教授红色文化知识，还可以让学
生亲身参与到课题中去，和同学、老师进行互动，可以开
展“红色文化我来说”活动，通过选取一个具体的红色事
件进行解读，并在活动最后以网上社交媒体的方式让学生
参与进来，提高学生的兴趣，以此增强学生对所学内容的
印象，有助于提升学生对百年奋斗历史和理论的认识水
平。 

第二，利用互联网拍摄短视频，改变传统的单一解读
视角。“影视、短视频”在学生获取红色文化知识渠道中
位居第二名，受到了广大学生的青睐和欢迎。因此，除了
在课堂上“入耳、入脑、入心”，学生以此了解到红色故
事，把握历史脉络，也可以结合拍摄短视频的方式，让学
生参与进去，例如，短视频“在场”翻拍了小学语文课文
《丰碑》的故事，利用新颖、亲切的内容呈现红色故事，
真实反映党的光辉历史，在具有观赏性的同时，还具有宣
传教育性，达到吸引学生学习红色文化知识的目的。学生
在拍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引发受众共鸣，潜移默
化地激起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对革命先烈的追忆。通过上述
方式，让学生获取红色文化知识的渠道变得多样化，学生
可以积极参与其中，长此以往将加深学生对党的了解，助
力学生脚踏实地实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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