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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渊源,以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为实践依托而形成起来的具

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有利于牢牢把握主流意识形态

安全、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培养高素质的专业化后备人才、助推文化强国建设。红色文化资源

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以问题为导向,找准根源,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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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culture is a cultural for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med with Marxism as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practice. Integrating th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conducive to 

firmly grasping the safety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cultivating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reserve talents, and boos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cultural power. 

The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problem-oriented, find the root cause and optimize th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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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强化红色文化担当,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代新课题。《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

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培育

凸显民族特色、主流价值、时代价值、人文理念的中国特色大

学文化。总结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意蕴、

现实困境,寻求优化路径。利于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

法与途径的创新与发展,有效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

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1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 

1.1有利于牢牢把握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加了世界文化的

多样性。但与此同时,部分西方国家也正在肆意加强了对我国的

文化渗透与侵蚀。一方面通过电影音乐、游戏等新媒体方式大

肆宣扬英雄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暴力、色情等不良理念,对我

国年轻一代的思想认知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与影响；另一方面,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人权、自由、民主等为武器,竭力推销资产

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试图动摇党中央的执政基础。这就需

要我国拿出最强大的文化防火墙进行有力应对。红色文化资源

可以切实维护好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必须要坚持先进文化在

主流意识形态中的重要作用。以红色文化资源为着力点去全面

提升全体国民对古今中外文化的认知,使国民能够从内心深刻

意识到文化安全对于国家发展的至关重要。最终为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牢牢巩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在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上有序进行。 

1.2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心 

坚定文化自信事关国运之兴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的独

立性。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与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间存在内

在的、必然的联系。同样,文化强国建设反过来促进红色文化资

源的传承、弘扬以及全体国民文化自信的高度提升,它们之间是

互促互生的关系。红色文化是党和人们群众在长期的革命、改

革和建设时期的不畏牺牲、艰苦奋斗的最好印记。红色文化是

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其中包括有直接的理论来源、最坚实的基

础、精神的滋养[1]。在其中所蕴含的各种强大文化精神是对新

时代开展育人工作的最鲜活教材。对于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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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培养引领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三观、深化对文化的认知以及

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尊具有重要意义。 

1.3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专业化后备人才 

红色文化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具有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红色文化资

源对于培养青年一代的树立正确的三观、坚定理想信念、提高

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形成完善的人格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红色文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建设新中国革命时甘愿“抛

头颅、撒热血”的英勇大义,也见证了如何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

中国建设为一个美丽富强的新中国的艰苦卓越,具有强大的感

染力与号召力。可以借助一些物质载体显性资源。比如说通过

组织参观红色文化博物馆、红色革命纪念馆、英雄纪念基地等

可以让人们真真切切的感受红色文化资源背后所给人带来的磅

礴精神力量,坚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这不仅

可促使爱国主义和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而且也可以让

人们有更加明确人生的态度、奋斗方向、奋斗目标。 

1.4有利于助推文化强国建设 

文化的强弱是衡量整个社会文明高低的重要尺度。红色文

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精神土壤和重要理论来

源。文化强国的建成过程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水

平的高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各个组成

部分只有均衡向前发展,才能形成强大合力助推文化强国建设。

其中红色文化在某种狭义程度上讲就是革命文化。因此,红色文

化对于社会主义整体文化水平层次的提升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首先,脱离了红色文化资源的文化建设就会使整个文化强国建

构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强国则不可能建成。其次,

红色文化资源对文化强国的推动作用是持续不断的,随着时代

的变迁,不断被丰富的红色文化迸发出更多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的可能性。总而言之,红色文化资源的潜力对于整个社会文化建

设的发展是无尽的源泉与动力。 

2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 

2.1泛娱乐文化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冲击 

泛娱乐文化是资本市场逐利的产物,以粗俗搞笑的娱乐方

式满足人们精神和心理上的快感,泛娱乐文化有时会将红色文

化资源作为噱头,以心理上和的“娱乐至上”,不断向大学生灌

输低俗的、无益的文化价值观。例如前段时间被推上风口浪尖

的抗日神剧《雷霆战将》,剧中的八路军抽雪茄、住豪宅、抹发

蜡,剧情更是完全脱离史实。此类抗日神剧完全曲解、彻底误读

了我国的抗日战争史,造成了主流红色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之中

的低迷传播趋势。由此可见,泛娱乐文化消解了红色文化的精神

内涵及现实价值,从而使大学生逐渐排斥红色文化,沉浸在泛娱

乐的环境中。泛娱乐文化腐蚀当代青年,尤其使关心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大学生步入价值观低谷,导致大学生逐渐走向极端利

己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泛娱乐文化现象使大学生逐渐失去对

优秀文化的价值思考与理性判断,这无疑对红色文化的弘扬与

创新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2.2红色文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

“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重视思政

课的实践性”[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理论内涵丰富、实

践要求强烈的特点。因此,红色文化资源在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过程中,必须兼顾理论教学与实践探索,充分展现红色文化

的生命力。但是目前高校在红色文化教育方面还存在着理论与

实践结合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红色文

化教学过程中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思政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将侧重点放在了解读书本中关于红色文化的概念、内涵、

价值等理论层面的东西,却很少组织学生开展相关调研活动,例

如革命遗址、红色文化展馆、历史文化博物馆等进行社会实践。

但是由于缺乏教师的现场引导,学生往往会把“自发研学活动”

变成“自发旅游活动”,使红色文化教育收效甚微。二是高校红

色文化教育普遍存在实践课程覆盖面不足的问题。主要原因在

于,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存在分配不均的情况。井冈山、延安等革

命老区具有厚重的红色文化历史底蕴,存在许多的红色文化遗

址、纪念馆,为高校开展红色文化实践活动提供了平台；而一些

红色文化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高校试图开展红色文化研学活

动,便会受教学经费、学生安全、路程距离等因素的限制。这些

都是红色文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足的具体体现。 

2.3红色文化教学方法与手段亟待创新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手

段能够贴近学生、切合实际,“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

性和亲和力、针对性”[4],要善于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引

导学生主动学习红色文化、合作探究红色文化。目前,高校思政

教师在红色文化的教学方法与手段上还有存在滞后性,主要集

中在以下方面：一些思政课教师不善于运用新的教学方法,很难

将新的教学方法落到实处,最后还是以原来的方式方法开展教

学；部分思政教师不善于统筹协调行里行外、校内校外、课内

课外等各方面红色文化资源,还需要在拓宽教学方法的广度与

深度上下功夫。这些问题都导致红色文化教学方法单一和滞后,

使得红色文化教学效果大打折扣,红色文化教学方法与手段亟

待创新。 

3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路径 

3.1强化政府主导,推动红色文化进课堂 

政府要为推进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制

度保障。当前,高校红色文化教学工作较多的是自发性,没有作

为刚性要求,故各学校实施过程中在内容上、程度上存在较大的

差异性。为此,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积极引导高校制定一

套切实可行的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依靠

制度来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工作,切实提高红色文化进思政课堂

的效果。基于此,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将红色文化教育纳入到高校

文化建设和教学工作中来,依托各地特色红色文化资源,制定切

实可行的高校红色文化教育计划,使高校的红色文化教育实现

制度化与规范化。各地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高校红色文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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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重视程度与宣传力度,建立健全红色文化教育领导机制,引

导高校内部进行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体制改

革。同时,高校要集思广益,发挥好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处、

马克思主义学院等部门在推进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的合力作用。务必将红色文化教育落实到高校下属学院,形成党

委领导、学院统筹、教师负责、学生联动的红色文化教育机制,

促进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政课堂的教学工作更有序、更有力地开

展。地方教育局还应该设立红色文化教育管理部门,对高校红色

文化教育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合理掌控。 

3.2讲好中国故事,增强红色文化吸引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高校要“要根据当代青年的认知特

点和发展要求,充分挖掘‘中国故事’在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成果中的历史底蕴和时代内涵,充分意识到今天‘听故事的

人’将是明天‘讲故事的人’”[5]。这就决定了高校思政课教师

有责任传承好红色基因,引导大学生继承好、发扬好红色文化。

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充实和拓展红色文化教学

内容,为各地高校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

条件。此外,红色文化资源记录着党领导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从富起来奔向强起来的鲜明史料。这为思政教师在思想

政治教育中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鲜活而生动的素材,增强红

色文化对大学生的吸引力。 

3.3发挥网络优势,打造红色文化精品课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

的重中之重来抓,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人在哪儿重点就

在哪儿。高校红色文化教学方式要与时俱进,要善于发挥网络优

势,对大学生进行红色文化网络教育。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

题：第一,要牢牢把握健康积极的主流舆论导向、坚决抵制腐朽

低俗文化,提高红色文化网络课程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第二,

多角度设置红色文化网上学习板块,板块内容可以有红色记忆、

红色经典、红色人物、红色战例、红色歌谣等,给学生展示充满

正能量、贴近生活的红色文化网络课程。让学生主动亲近红色

文化,充分了解发生在身边的红色文化故事。第三,离不开先进

的科学的网络技术的支撑,要善于利用VR技术还原红色文化历

史、开展红色文化相关的网络动漫设计等等。例如瑞金市人民

政府策划制作的红色文化启蒙教育电视动画系列片《红游记》,

就是将红色内容融入动漫设计的一次不错的尝试,更容易满足

青年学子的文化口味,为当代大学生提供更多心灵和情感上的

体验,为红色文化网络精品课程的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教育素材

与可行的创新思路。红色文化网络精品课程的设置一方面让大

学生既可以通过现实世界了解红色文化又可以通过网络世界回

溯红色革命奋斗的历史,另一方面还激发了大学生学习红色文

化的兴趣与乐趣,增强了红色文化网络课程的教育效果。 

3.4建强师资队伍,提升红色文化育人成效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6]。建设强大的思政教师队伍,是红色

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成效的关键因素。高校可以建立专

门的培训基地,对教师的思政教学方法进行科学指导,加强红色

文化教学能力培养。二要多组织学术交流,鼓励教师和更高层面

的人才进行教学互动。三要优化教师结构,一方面,在处理好总

体培养和突出重点的关系,在提高思政教师整体素质的同时,注

重发展学术造诣高、教学能力强的教师,让他们担任高校红色文

化教学工作的负责人,从总体上把握高校红色文化教育的发展

方向；另一方面,要推出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聘用一批深谙红

色文化的优秀思政课教师,吸引研究红色文化的专家学者加入,

充实高校红色文化教学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最后还要切实提高

思政课教师福利待遇、改善思政课教师教学条件。如此多管齐

下,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思政教师队伍,使高校思政教师成为红

色文化教育事业的引领者、建设者。 

3.5创新第三课堂,让红色文化资源走进大学生的现实生活 

迄今为止,虽有不少学者、党史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在研

究具有区域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但还需进一步对其挖掘红色

文化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并根据高校教育的特点进行整理。

进一步促进红色文化育人的作用,由政府和高校建立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智库,紧紧围绕在革命、建设、改革以及复兴的各个历

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重大时间节点、重要历史人物以及相

关的历史遗迹、遗址、场馆等,在现有的红色文化资源基础上,

合力挖掘、整理,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如音乐、视频、微

电影等,映到大学生的脑子里。此外,互联网带来了当今世界的

最大变革,网络世界也逐渐成为当代大学生精神生活的主阵地。

高校要时刻关注网络世界里大学生的思想状况。首先,高校要用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建设一批专属年轻人的校园网络空间,通

过提供方便快捷的网络服务、塑造轻松活泼的氛围,吸引大学生

入驻。其次,可在专属大学生的校园网络空间开展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在校园网上开辟当下流行的红色文

化教育专栏。例如,红色电影《金刚川》《长津湖》上映后,可以

以研学的形式组织学生观影,其中富含红色文化、极具教育功能

的影评也应适当地推送到学生校园网络浏览的首页,培养青年

学子艰苦奋斗、自觉奉献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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