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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周保平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省枞阳县  247000） 

 
摘要：本文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研究对象，对红色文化在其中的

应用条件进行分析。通过对发展动力、传播效果、课程系统、教育环境

这四方面的深入分析，论述形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内容，为红色

文化在高校中的教育延续，提供具体的方法策略，保证高素质人才的全

面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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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红色文化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文化组成部
分，饱含了先进革命思想，是人生价值与社会发展思想的高度凝
结。在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当强调红色文化精神
的指导作用，将其丰富的精神内涵与奋发图强的个人品质，传递
到青年学生群体中去。在延续文化内容的同时，保证时代精神的
先进性。 

一、强调红色文化资源创新，保持思想政治教育活力 
基于我国历史发展背景与社会条件，红色文化的资源内容十

分丰富。但在新时期的历史环境中，将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相结合，需要保证红色文化内容中的时代先进性，更好的为新
时代青年提供指导，并在形成新时期红色文化资源的同时，保证
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活力与发展动力。 

方法上，应以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为基础，根据其自身成
长的社会性与特殊性，对课程内容进行优化。由此，使大学生在
感知红色文化思想内核的过程中，可以与自身的生活经验与知识
体系形成联系，以便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1]。这一方法的应用，
在社会转型发展的历史阶段，有极强的适应性，是指导学生实际
行动，保持思想政治教育活力的重要条件。 

例如，在思想政治课程中，教师可以根据社会热点问题，对
“广场舞扰民”、“摔倒老人扶不扶”、“依法维权是否‘按闹分配’”
等内容展开讨论。然后，发挥思想政治课程的指导作用，对学生
的世界观进行构筑。通过对于学生思维模式的引导，保证教育工
作发挥正常的应用价值。而这种教学方法的创新型应用，也是对
红色文化资源的时代升级，保证了文化资源在时代环境中的发展
活力。 

二、开发新媒体技术应用价值，扩大红色文化传播力 
新时代的环境中，信息通信技术发生了明显变化，也使社会

的资讯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前的社会环境中，自媒体已经
不再是新鲜的内容，甚至在社会环境中，已经呈现出了“泛滥”
式的发展趋势。在应用红色文化武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中，必须清楚的认识到新媒体空间的重要性。在微信公众号、微
博博客、视频网站、短视频 APP 等新媒体环境中，务必要抢占
信息高地，并形成系统性的文化品牌，通过对公众账号的高品质
管理，在保证传递思想内容质量的同时，拉近与学生的关系，扩
大红色文化的传播影响力。 

例如，在某高校的微信公众号管理中，在校内网络空间中，
形成了独立的品牌模式，通过视频制作、文章征稿等方式，形成
了针对全校师生的开放网络环境。在进行公众号建设的过程中，
从学校内部征集文稿，运行人员仅对内容进行审核。而作为思想
政治课程指导的教职工作人员，也形成了内容专栏，定期的对校
内事件进行点评与分析，保持对于学生的媒体影响力，并在专栏
内容中渗透红色文化信息，提高校园教育影响力。 

三、优化红色文化系统性，增加思想政治课程新引力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内容永远是核心。作为学生的必

选科目，在以往的教学活动中，忽视了教学内容的趣味性，使学
生进为了完成课程学习而参与课程活动，甚至出现了“逃课”、
“混学分”的问题。这一现象，不仅是教学工作的失败，也是教
务人员的失职。在应用红色文化进行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的过程
中，岗位教师必须转换思想，形成以红色文化为核心的系统性教
学指导内容，并在课程活动中，增加教学的趣味性，保证学生的
学习热性。由此，不仅可更好的形成教育空间，也能引导学生针

对课程内容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保证学生的价值观与思维模式
上的成长性，提高教学活动的影响效果。 

例如，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针对其中的课程
教学知识，形成课程视频微课，并在技术条件上，应用 VR、互
联网视听教学等内容，形成教学空间，并以此提高学学生在课程
教学中的积极性。 

另外，高校也可以与所在地区的红色文化教育中心形成互
动，在共享网络资源的过程中，组织线下的互动活动，让学生参
观红色文化活动基地，达到思想教育的具体目标。同时，也可以
由学生社团出面，与红色文化基地建立联系，在校园内部，建立
起红色文化分会场。应用高校的教育资源，补充红色文化宣传的
效果，并在专业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身体力行的参与到红色文化
的宣传活动中，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水平。 

四、结合校园文化系统，营造高校红色文化教育环境 
高校的校园生活是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但也保留着相对的

独立性，因此，校园内部也会形成相应的文化系统，影响着学生
的思想与生活。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将红色文化与校园
文化相互结合，保证思想教育与学生之间的关联性，提高课程教
学的指导意义[2]。 

例如，在构建校园红色文化环境的过程中，可以组织“红色
文化社团”，在组织红色文化主题活动的过程中，以书画展、文
化讲堂等形式，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保证对于思想政治课
程的补充。有条件的学校，可以深度挖掘自身的红色文化历史，
并形成深入性的指导教育内容，提高学生的文化凝聚力，更好的
形成基于红色文化的校园精神环境。又如，进行日常的校园文化
系统建设的过程中，要在建党、建军等周年活动中，加强红色文
化的宣传力度，通过具体的红色文化活动保证高校学生的思想教
育质量。同时，通过对青年学生对于活动的组织与参与，使其在
活动参与中，践行红色文化思想，补充校园文化活动的思想指导
性，真正将思想与实践内容结合起来，保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指导组作用。另外，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反法西斯战
争纪念日”的活动项目中，需要强调红色文化的指导作用。在组
织主体教育讲座的同时，提高学生的互动参与性。通过网络征文、
演讲评选、徒步拉练等活动，使学生身体力行的得到锻炼，保证
个人的成长性。由此，再通过公众网络媒体平台的后期宣传，扩
大活动的影响效果，落实校园红色文化环境建设的同时，实现行
行为与内容的外延，并在品牌化形象建设的过程中，是参与活动
的学生获得更好的文化认同。而这种认同感，不仅可以保证每个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能使学生参与到文化活动的宣传工作
中，保证校园文化环境与社会的互动性，产生更加强烈的影响效
果。 

总结： 
综上，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当与红色文化进行高度

结合。在吸收文化思想精神精髓的同时，指导高校学生的日常学
习生活，使其形成更加健康的精神品质。尤其在新时期的历史阶
段，这一内容的应用，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是提高我国精神
文明建设，优化高等教育内容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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