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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融入高职学生思政实践教育研究
孙  玉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4 

摘  要：作为中国特色精神财富的红色文化，正担当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实践证明，红色文化是当下高职学生思政教育的

生动教材。本论文阐述了红色文化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本内涵及其时代价值，探讨其融入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中秉承的原则，并提出将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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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
红色文化是指人民大众，在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指导下，以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和自由为宗旨，

以“五四”爱国运动为起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中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先进文化。这是目前学术

界对红色文化内涵较为认可的观点。

其中，红色精神文化是内核，其内容包括革命理想、

革命道德、革命纪律、革命精神等。古典革命精神包括“红

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

精神等。

2 红色文化走进高职学生思想政治课堂的教育
意义

2.1指引高职学生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生活的灯塔。尤其是在网络信息时代，

青年大学生很容易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看似忙忙

碌碌，实则精神空虚。大学时期正处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关键时期，迫切要求大学生要牢固理想

信念，把握正确的人生发展方向。在战争时期，把革命

理想作为唯一追求是数不尽中国共产党员的信仰，有的

甚至为此献出生命。通过结合红色文化中的红色故事等

生动的授课方式 ,可以身临其境教育和引导学生们们明

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

2.2培养高职学生爱国情怀
红色文化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争取民族独

立和解放的道路，英勇奋斗的波澜壮烈的历史，无数革

命先烈用鲜血铺路，他们史诗般的感人故事，是爱国主

义情感的流露。红色文化中的红色故事等文化资源是培

养高职学生爱国主义的血液，通过对高职学生进行红色

文化教育，引导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 ,新中国是如何从

站起来、强起来、富起来。时刻将自己的理想和祖国的

未来紧密相连 ,将自己的前程紧贴祖国心房。

2.3锤炼高职学生品行
伴随文化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国与国交往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受到其他国家思想影响，对尚未踏入社会的

大学生而言，很容易受到金钱至上、享乐至上、极端的

个人主义等思想影响。此时，应充分利用红色文化，对

提升学生的品行修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红色文

化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

神财富，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杯热土一杯魂，每一段血

染的党的革命历史，每一个红色足迹、革命圣地、革命

文物，都是生动的教材。让红色火种生生不息，需要激

发教育的力量，让学生可感可知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2.4激发高职学生精神斗志
学校可以通过开展红色主题游戏、革命传统经典的

故事在内的红色德育课程，引导学生们以体验的方式，

感受红军当年穿草鞋、吃野菜的艰苦环境，在耳濡目染

中传承红军不怕困难、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学习英雄

的事迹：“半条被子的温暖”里有“军爱民、民拥军”

的感人故事，“半截皮带”的故事里有红军过草地时的

艰苦岁月，“家集夜话”的故事里有百姓对红军的热诚

之心……这种精神就像催化剂，激励着青年大学生勇于

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培养自己顽强拼搏的毅力和

勇气，让红色种子在人民心底生根发芽，结出砥砺前行

的自信自强之果，信仰之火熊熊不息。

2.5红色文化坚定高职学生的四个自信
红色文化承载的是初心的力量、信仰的光芒。思政

老师要具备讲好红色故事的本领。通过对高职学生爱国

主义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思政课

的课堂，可以采用 AR、VR等新媒体形式，让红色故事活

起来。青年大学生通过现代科技感的形式，体验红色文化，

自觉坚定四个自信。

3 红色文化走进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应
注意的方面 

3.1系统性
系统性是红色文化融入高职学生思想政治课堂教学

的首要原则，统筹考虑是将红色文化融入高职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遵循的第一原则，有效实现课内外、线上与线下、

校内外、显隐性教育的结合，充分开发和利用红色文化

的教育功能。

3.2创新性
为提高红色文化教育效果，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依托闽西红色文化这一独特资源，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形成了独特的情景教学模式。在教学手段上，突出情景

教学。根据大学生的认知特点，不断丰富教学手段。在

整个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积极性和首创性，实现了教学过程的师生互动、教学相长。

在教学方法上，突出情感教学。从“贴近生活、贴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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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贴近学生”的原则出发，通过对材料的加工和取舍，

既体现了理论的说服力，又体现了情感的震撼力，取得

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3.3针对性
将红色文化融入高职学生思想政治课堂教育中，不

仅要重视“泛灌”，更要注意“滴灌”，即根据高职学

生的成长规律和高校各阶段所遇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

探析红色文化背后深度的思政因素，达到红色文化的学

习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契合。例如，如何引导大

一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走好大学里关键的第一步，老师们

可以结合革命先辈们矢志不渝的革命信仰和初心使命，

帮助学生们系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明确大学和未来的

人生规划，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奋斗精神。高职高专的

学习中，大二是学习的核心阶段。经过调查发现，这一

年纪的学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往往存在着就业方

向不明确、学习毅力不坚定、专业知识不扎实、虚度光

阴时常存在。党史中的红色故事可以有效帮助学生逐步

提高自我，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安稳的生活环境。

在大学第三阶段，开展教育的过程中结合红色文化教育，

职业教育，为学生顺利步入社会保驾护航。

4 红色文化融入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方式 

4.1课堂教学注重红色文化，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主
体地位

红色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有众多渠道，其中最为有效

的途径是充分利用好课堂。所以，要充分发挥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阵地地位。这就要求教师在教授相关思政

课程，如大一上学期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大一下学期开始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及每个学期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时，

应充分利用课堂，讲好故事。思政课要讲好中华民族的

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改

革开放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特别是要讲

好新时代的故事：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革命先烈

故事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无数英雄模范魏国

争光的故事等等，这些感人的红色故事，对青年学生立

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发挥重要作用。

4.2红色文化融入第二课堂，使学生受到情景式启
发教育

由于第一课堂教学的时间有限，高职院校可以充分

利用其延伸的课堂——第二课堂开展系列以红色文化为

主题的活动。第二课堂活动包括：以教师为主体讲授红

色文化活动，如本校承担思政教学的老师开设公共选修

课或辅导员利用班会团会德育课堂。以学生为主题的活

动形式包括，分小组表演红色话剧、开展红色演讲等。

在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学生发挥的是主体作用，教师起

到的是点拨、启发、引导的作用。教学实践证明 :学生

的主体意识愈强，他们在参与学习活动中实现自我的自

觉性就愈大。

4.3红色文化融入网络平台，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的红色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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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已成为师生必不可

少的可利用学习资源。以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网络建

设为例，学校充分发挥 MOODLE网络平台这一优势，在网

站首页专设党史上的今天，让学生充分利用平台进行党

史的自我学习。通过校团委和各分院组织开展的红色主

题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达到提

高大学生的红色文化素质的目标 。

  

  

 

 

 

 

 

 

5结束语
依托实践活动和红色文化情境体验，使红色精神入

脑入心，提高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一是参观革命遗址、红色文物、纪

念馆、展厅、烈士陵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情境教育在

现场中进行，使学生身心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让学生

在参观记忆中受到感染；二是通过新闻媒介，了解伟大

革命精神；三是把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继承红色基因与

实际行动。在校大学生还可以参与献血、爱心捐赠、关

爱留守儿童等红色公益实践，升华传承红色基因、为社

会贡献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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