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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育人价值在外语教学中实现路径分析

宋一恒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摘　要：各国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时代大背景下，高校外语教学面临着新挑战，不同意识形态相互交织，不同文化交流日

益频繁，外语教师作为课程教学第一主体，既要有传授学科知识的能力，也要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思政育人能力。红色

基因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有着特有的育人价值，将红色基因融入到外语教学中，其育人实现路径有提升教

师政治素养、创新红色基因课堂、编纂红色基因教材、开展主题实践活动，从而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实现赓续红色基因传承，

强化新时代大学生思想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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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是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

灵魂工程，党的十八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对红色文化的利

用和红色基因的传承，总书记曾多次在多场合强调：要用好

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1]。

“基因”本作为生物学概念，是生物体孕育成长的遗传密码，

既可复制，又可突变，而“红色基因”却孕育着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的基因密码，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是培育民

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动力源泉。外语教育教学一直是高等

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教育“大思政”不可或

缺的一环，教育主体更应该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寓

价值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 [2]，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结合起来，

让红色思政资源走进课堂，走进教材，让“红色基因”得以

更好的赓续和传承，厚植新时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增

强当年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1. 高校红色基因育人问题概述

目前，高校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主要阵地，

发挥着红色基因重要的铸魂育人价值，对培育时代新人具有

重要意义。高校的课堂教学和课后实践教学是高校红色基因

育人的两种主要方式。课堂教学内容较为枯燥，形式较为单

一，学生互动性较差，对红色基因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不

高。作为第二课堂的实践教学，也大多是流于形式化，学生

对实践教学内容也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两种方式的育人

途径均不能有效发挥红色基因的育人价值。新时代高校传承

红色基因，培育新时代奋进力量，需要将红色基因融入教书

育人的全过程，然而事实上，现在高校红色基因育人体系还

存在诸多有待优化，解决的问题，诸如红色资源在思政课程

以及非思政课程中的未能实现有效运用；红色文化融入大学

生第二课堂情况不容乐观；教师的红色文化储备欠缺；红色

基因的时代价值挖掘不深，这些问题大大降低了红色基因的

育人功能，让红色基因的育人实效未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2. 红色基因赓续的育人价值解读

2.1 理想信念的引领价值

理想信念是做为人的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是内心深

处的指南针和发动机，一个人有了坚定而正确的理想信念，

就会不断驱动个人成长与进步。对高校而言，培养出具有理

想信念，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既是新时代高校教

育工作者的核心工作内容，又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德

树人这一重要命题的时代任务。红色人物、红色事件、红色

遗址等具有红色精神的传承与赓续都是新时期加强理想信

念教育的重要素材，红色基因育人价值就体现在对新时代大

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过程中，对他们进行正确的政治观念

引领，使他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革命理想，以期培

养出顺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政治观念与行为选择。

2.2 文化认同的导向价值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文化，文

化是整个国家、民族的灵魂，而文化认同与自信却是国家文

化安全的核心。红色基因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中凝聚

各个时期的优秀文明成果所呈现的独特文化，承载着百年来

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具有宝贵的时代价值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红色基因的传承和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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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增强大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铸牢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感，归属感，可以有效维系革命文化的独立与延续，以红色

基因为纽带，重温红色文化，从而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认同，

激活大学生的民族意识。

2.3 道德品格的示范价值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具备的政治本色，是党带领人民

共同跨越荆棘，走向胜利的优良作风。艰苦奋斗的道德品格

是红色文化壮大发展的重要基石，是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

属于红色“基因”片段之一。无数新旧时代共产党人在党的

旗帜下锤炼党性修养，塑造光辉形象，体现出了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道德品格。青少年应该深入学习革命

前辈的红色政治本色和示范标准。高校教师也应该深入挖掘

红色基因中道德品格资源，在课堂中大力弘扬优秀的道德品

格内涵，引导学生正确辨识艰苦奋斗时代内涵，始终坚持艰

苦奋斗为荣，骄奢淫逸为耻、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道

德品格。

2.4 铸魂育人的精神价值

总书记强调要在青少年中传承红色基因，他指出，“革

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

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3] 用红色基因铸魂育

人，是各高校推进全面社会服务、开展学生思政工作的重中

之重，应将红色基因铸魂育人融入到课堂教学全过程。红色

基因来源于历史，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写照，折射了共产

党人在风险和考验面前披荆斩棘，屡创奇迹所展示出来的力

量和智慧。授课主体应该深入挖掘红色李世忠内含的革命事

迹和史料细节，利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助力新

时代大学生培根铸魂、启智润心，成长成才。

3. 红色基因育人价值在外语教学中实现路径分析

3.1 培养教师政治素养，提升教学能力输出

高校教师是高校教育活动的主体，高校教师也是长于

教学、善于育人、精研善思的人才培养主力军，在课堂教学

中，其教学水平与能力，其政治素养与专业素养直接关系到

课堂教学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形成。作为教学主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外语教

师，由于自身专业的局限性以及对英美等国外文化和价值观

的汲取与内化，对自身的政治素养要求不是很高，红色文化

积累不够，并不能将红色基因有效融入到课程设计当中。

在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高校外语教师要加强

自身的理想信念学习，提高自身的党性修养，吸收红色文化

中的精神营养，向专业的思政老师联动、交流，共同推动红

色基因和外语教学的深度融合，把红色基因教学资源赋能到

外语课程的教学中，提升教学能力输出，实现课程红色铸魂，

专业育人，从而蓄力传承红色基因和弘扬革命精神。高校外

语教师还需对红色基因进行深入研究，不断创新红色基因育

人新样态，深挖红色文化内涵，不断攻关红色基因忠诚型复

制与传承教育方式与途径，杜绝红色基因背叛型突变。

3.2 创新红色基因课堂，凸显课程思政育人

教师是教学计划的设计者和课程标准的制定人，在外

语教学模式上需要整合、融合红色基因资源，凝聚育人合力。

大学英语课程主题多元，文章多摘自于欧美原文，也有国内

自编教材，在课程教学中，如何依托单元多样主题，深入融

入红色基因，一直是外语教师需要思索的问题。

以《现代大学英语精读教程 2》Unit4	The	Man	in	the	

Water	为例，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为英雄主义，描写了 1982

年佛罗里达航空 90 号班机空难中的英雄事迹。教学设计中，

教师可以首先呈现中国机长英雄（川航3U8633机长刘传健）、

航天英雄（杨利伟、刘洋等）、支教英雄（张桂梅）、抗疫

英雄（李文亮、夏思思）等的图片、视频展示及英雄事迹简

述，组织同学们分组讨论：以上中国英雄们具有哪些品质？

他们的共同人生观是什么？实现厚植学生英雄主义价值观，

凸显红色基因元素。再以《理解当代中国 -英语读写教程》

Unit	1	The	Mission	of	the	Chinese	Youths 为例，教师可课堂上

带领学生对文本“发扬五四精神，不负伟大时代”进行分析

性阅读，详细讲解“五四运动”“民族富强”“中国梦”等

表达方式、学习修辞知识及其运用、写作方法；提高学生英

语语言表达能力，塑造学生在民族传统美德中，汲取红色基

因滋养，接受红色洗礼，培养“国之大者”视野和格局。阅

读辅助文本“五四运动的遗产”，运用写作技巧撰写对五四

遗产的评价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故事，承担起实现民族复

兴的使命，培养学生爱国之情、践行爱国之志、修德立身，

全面发展，成为国家之栋梁。

3.3 编纂红色基因教材，打造红色育人载体

教材是落实育人育才的重要载体和依托。优秀的教材

是学生学习专业知识，赓续红色基因的重要“凭借”，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一般起源于对教材的认知。作为教材扩充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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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课件，也以其独特的图片、影音资料唤起学生生动的角

色代入感，激发学生心理与精神的双重共鸣，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主动性。红色教材的编撰能更好推动教学工作开

展，助力红色基因传承，是保障教师教、学生学成效的必然

选择。毋容置疑，《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以及《红色经

典》英文版系列读物便是将思政教育和英语能力培养有机融

合的典范，笔者尤为推崇。

《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明显区别于其他教材，该

教材旨在将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学习与外语听、说、读、

写、译等基本技能掌握有机融合，文本均来源于当代中国中

国国情和制度政策，非西方选篇。该教材的使用使得课堂的

整个教学设计紧紧围绕中国自身的文化背景与经历展开，有

助于学生夯实英语基本功，让学生了解中国之治，理解中国

之智，加深文化理解，拓宽认知视野。

“红色经典（英文版）”系列由五部英文原典构成，

包括《红星照耀中国》《生大道：朱德传》《中国之未来》

《人类的五分之一》《明日中国》。该作品着重描绘了中国

革命历史上的多重曙光——从北伐到长征，从西安事变到延

安岁月，承载着共产党优秀的思想、文化、价值观，是新时

代大学生抚今追昔，铭记先烈辉煌事业，传承红色基因，高

擎信仰旗帜的完美之作，具有引导学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育人价值。

3.4 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实现角色自我带入

红色文化是红色基因的载体，红色基因依附红色文化而

存在，红色基因的传承必须要借助红色文化载体才能得以实

现，所以“要把红色文化资源广泛融入大学生的实践活动之

中。大学生的红色实践活动主要包括校园实践和社会实践。

要把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核融入实践教育情境，激发大学

生内心的体悟。”[4]	因此，除了需要将红色基因融入到课堂

上外，还需要将红色基因融入到大学生的实践活动之中，如

开展红色主题的文艺活动、红色主题的演讲比赛、红色遗址

瞻仰及红色主题的志愿服务等。在实践活动中，大学生可以

将自己自身专业理论知识付诸实践，既巩固专业知识所学，

又体悟红色文化所寓，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隐形育人方

式协同育人。外语课堂实践活动亦是如此，高校外语教师要

不断探索、挖掘、丰富红色基因传承实践活动，并激发学生

参与活动的浓厚兴趣，除了适合外语学生的外语口语比赛、

外语辩论赛、用英文讲述红色故事，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

“一院一品”优质活动，诸如外语舞台剧“重温五四精神”、

“重走长征路”、“红色革命故事”等，亦或是对红色遗址

进行导游解说，向国际友人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充分实现学生自我角色带入，激发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和文化

自信，提升大学生对深红色基因的理解力和阐释力，使红色

基因赓续传承成为自觉。

4. 结语

外语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课程，更是一种文化，一种

认识世界的方式，当前，新时代大学生容易被不同语言所蕴

含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所影响。因此，高校外

语教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将红色基因融入外语课堂教

学，如何优化教学资源，以实现专业教学与思想政教育和合

共生，从而进一步推动红色基因育人价值的有效利用，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目标，培养学生爱国爱党情怀，完成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大思政背景下，高校外语教师也需要不

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素养，研究红色文化，提升自己的思

政能力，以品德高尚、学术精湛、教学突出等人格魅力和品

行修养去感染学生，去影响学生，助力学生成为华民族伟大

复兴、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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