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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红色文化要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索 
——以山西工商学院为例 

◆任亚男 

（山西工商学院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在各种社会思潮和全球化
浪潮的侵袭下，大学生作为思维活跃的社会群体，在人生观、价值观尚
未完全定型的状态下，出现理想信念迷茫，追求思想“叛逆”。各高校从
自己的实际出发，深入开展了各种活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高校
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红色文化要素，这不仅仅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
创新，同时也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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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高校辅导员应当积极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树立共产主
义的伟大理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山西红色文化也以
其自身的观念正确性和内涵丰富性引领校园文化建设的前进方
向，对培育师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打造校园文化
品牌发挥重要作用。 

1.1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发挥作用不可缺少

的一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在一定的载体上才能进行。山西红
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体优势还可以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形式。 

1.2 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山西红色文化是优秀的教育资源，包含着数量众多，分布遍

及全省的革命遗址；包含着像太行精神和吕梁精神等宝贵的精神
财富；包含着高君宇故居这样的伟人遗址。内涵深刻的山西红色
文化以校园文化建设为契机，通过校园文化建设这一载体，不仅
实现了自身在新阵地的弘扬，更重要的是它的融入，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空洞、单一的印象。 

1.3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山西是中国红色地区的典型代表之一，所形成的红色文化既

丰富又具有代表性，山西工商学院本着“兢兢业业为社会培养合
格人才”的办学宗旨，势在打造一流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必须尽
可能散发山西红色文化独特的育人魅力。三晋优秀文化中凝聚了
鲜活的伟人事迹，将山西红色文化引入课堂，既可以丰富课堂教
学内容，调动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又可以将
红色文化中蕴含的正能量传递给学生，培养他们的道德意识，引
导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人才，对提升该校道德培育的实效性
有着深刻的意义。 

2、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红色文化的现状分析 
山西红色文化也以其自身的观念正确性和内涵丰富性引领

校园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对培育师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打造校园文化品牌具有重要作用。但山西红色文化融入
校园文化时不可避免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2.1 学生对于红色文化认同感低 
通过走访各个学院以及与学生的访谈，大学生对山西红色文

化的学习和了解缺乏主体参与意识，还没有形成对山西红色文化
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意识。山西红色文化
作为山西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西的高校内认同程度确实
急需提高。 

2.2 红色文化教育开展内容单调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虽有学校拟定的主题，但是授课时间很

短，学生能获得的知识也有限。再加上学生心理排斥，他们只是
想完成学校规定任务而很少去主动了解红色文化。总之，课堂渗
透较少，应该采取学生乐于接受的学习方式促进他们对红色文化
的兴趣。 

2.3 教育模式单一 
山西省政府正在对山西省内的资源进行排查，并邀请专家学

者对山西红色文化的内涵，价值，功能以及开发红色文化路径和
举措进行科学论证。但在高校中，学校更多注重了课堂教学，放

在校园文化上的精力相对减少，红色文化的落实工作也没有得到
太多的重视。 

3、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 
用山西红色文化来创新校园文化建设，不仅是对思想政治教

育载体和环境的新发展，更有利于高校“以人为本”的育人工作
的展开。山西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学校、老师、学生的相互配合，需要课堂、课外、网络阵地
的相互补充。 

3.1 挖掘山西红色文化内涵 
加大对山西红色文化的挖掘，可以分模块进行。以“高君宇

故居”为例，我院组织学生进行实地参观，阅读红色书籍，编写
导游词，实习讲解，“三下乡”活动，实践调研等几个方面开始
研究，慢慢充实山西红色文化内涵。 

3.2 将山西红色文化纳入教学体系 
教师在教学计划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兴趣点和教学重难点，

有意识地将红色文化融入专业课教学不仅仅让学生接受了专业
课教育，更是拓展了专业课教育内容，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的
提高也有一定的作用。此外，我校引入学分制管理，对于完成社
会实践活动的同学，由校团委和辅导员进行学分认定，给与学生
相应的第二课堂学分。 

3.3 建设红色教育实践基地 
学校加强同校外机构合作，建设红色教育实践基地，不仅让

校园文化“走出去”，更为山西红色文化育人开辟了一大批重要
教育主阵地。我校利用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组织各年级学生
去到娄烦高君宇故居，参观红色革命纪念馆，并让学生拍照记录，
进行导游词讲解，撰写导游词和实践心得，实地感受英雄气概，
感受革命英雄情怀，比课堂教学更有冲击力。我校与娄烦高君宇
故居纪念馆建立“大学生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并签署志愿服务协
议，形成长效合作机制。 

3.4 以网络建设为契机 
网络中的不良因素对师生的政治立场、道德观念、思想认识、

行为方式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山西红色文化融入校园文化时，要
正确发挥网络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要根据当代大
学生的特点和需要，在“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指导下，结合当今
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的特点进行网站主题内容的建构以加强高校
校园文化建设。 

4、结论 
山西红色文化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对于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

设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它不仅能引领校园文化建设的正确方
向，扩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对树立校园文化品牌，全面
育人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的实际运用中，仍然存在着
很多实际问题。山西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性不强，社会、学
校、学生和教师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在深入挖掘山西红色文化
价值的同时，创新利用山西红色文化，使它更加广泛的进入课堂，
进入实践，进入学生的头脑。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时，用学习者
喜闻见乐的方式进行实践，将红色文化最终内化为精神动力，并
最终促进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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