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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红色文化融入本科院校育人的路径研究
孟庆荣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红色文化是我党和人民在艰苦革命年代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

神支柱，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目前红色文化在本科院校育人工作过程中却存在教育内容缺乏创新、缺少研学基地和红色文化育人氛

围不浓郁等问题，影响了育人质量。本文以江西红色文化资源为例，分析了红色文化在本科院校育人中的重要性，剖析了当前江西红色

文化在本科院校育人中的融入现状，提出了丰富红色文化育人主体、积极开展红色文化研学活动、开发红色文化课程、构建红色文化网

络育人空间和红色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策略，以期全面提高本科院校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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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红色文化类型多样、内容丰富，展现了党带领江西人民

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精神财富，彰显了我党不怕牺牲、勇于拼搏、

自强不息、筚路蓝缕和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为本科

院校育人工作提供了优质素材。基于此，本科院校要全面挖掘、

应用江西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红色文化研学活动，激发学生学习

红色文化的积极性，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宣传江西红色文化，营

造良好的红色文化育人氛围，传承好江西红色基因、发挥出红色

文化培根铸魂的价值。

一、江西红色文化在本科院校育人工作中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提高学生道德素养

江西红色文化展现了我党和人民克服重重困难，为民族独立

和富强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结，这

些精神正是当代大学生所欠缺的宝贵品质。江西红色文化融入本

科院校育人工作中，有利于培养学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精神，

激励他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科研事业；引导学生把个人命

运和国家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增强他们社会责任感，让他们积极

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进而提高他们道德素养。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江西红色文化包括了安源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

区精神及长征精神，历经时代洗礼，但是其不怕牺牲、顽强拼搏、

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江西红色文化融

入本科院校育人工作，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红色革命历史的了解，

让他们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抗日战争历史，让他们真

切感受到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让他们坚定理想信念，激励

大学生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三）有利于提高思政教育质量

新时代背景下，江西红色文化为本科院校课程思政建设提供

了良好素材，丰富了思政教育素材，有利于培育学生红色基因，

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作为新一代国家青年肩膀所承担的责任与担当，

有利于提高育人工作质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奠定良好人才基础。同时，江西红色文化有利于深化本科院

校爱国主义教育改革，为红色文化研学活动提供了优质素材，让

学生在参观江西红色旅游景点的同时接受爱国主义熏陶，把思政

教育落到实处，从而提高本科院校育人工作质量。

（四）有利于培育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科院校要把江西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衔接起来，

引导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江西红色文化是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精髓要义，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奋斗历

程，弘扬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筚路蓝缕、众志成城、攻坚克

难的精神，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有利于拓展

本科院校育人工作，引导学生身体力行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面提高育人质量。

二、江西红色文化融入本科院校育人工作的现状

（一）红色文化育人主体比较单一

很多本科院校都在积极开展红色文化教育，但是红色文化教

育主体以思政教师、辅导员为主，其他教师育人意识淡薄，也忽

略了邀请老党员、老红军等参与红色文化教育，导致红色文化教

育主题单一，影响了红色文化育人效果。例如部分院校依赖于思

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江西红色文化，由于教学任务重，难以

对江西红色文化进行深入讲解，影响了学生对江西红色文化的了

解，而专业课教师、公共课教师都没有参与到红色文化育人中，

难以形成全员育人模式，影响了育人质量。

（二）红色文化育人形式僵化

部分本科院校虽然把江西红色文化融入了育人工作中，但是

育人方式却比较僵化，多以思政课教学、专题讲座和演讲比赛等

形式为主，育人形式缺乏时代性和创新性，难以激发学生参与积

极性，无形中影响了学生对江西红色文化的了解，不利于他们家

国情怀培养。部分院校忽略了利用线上教学平台、新媒体宣传江

西红色文化，红色育人方式对学生缺乏吸引力，难以和学生互动

讨论江西红色文化，影响了他们对红色文化的认同，不利于他们

社会责任感培养。

（三）红色文化研学活动育人效果不佳

江西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拥有众多红色旅游景点，为红色文

化研学活动的开展奠定良好好基础。但是很多本科院校却忽略了

建立校外红色研学基地，没有充分利用当地红色旅游景点、博物馆，

影响了红色文化实践育人效果。例如部分学校只在国庆节、清明

节等重大节日组织学生参观烈士陵园或历史博物馆，没有定期组

织红色研学活动，影响了学生对江西革命历史、红色旅游景点和

革命英雄事迹的了解，自然难以激发他们爱国热情，影响了江西

红色文化育人效果。

（四）缺乏良好的红色文化育人氛围

部分本科院校红色文化宣传工作不到位，只是简单悬挂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革命英雄相关宣传海报，组织红色歌曲比赛，

没有利用抖音、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推送江西当地红色旅游景点、

革命英雄和重大战役等红色文化资源，缺乏良好的育人氛围。此外，

部分学校红色文化建设不足，校园内缺少与江西红色文化相关的

革命人物、红色革命故事的雕塑或展示牌，图书馆内缺少江西红

色文化专栏，不利于学校育人工作的开展。

三、江西红色文化融入本科院校育人工作的路径

（一）丰富红色文化教育主体，构建协同育人模式

本科院校要组建专业化、多元化红色文化教育队伍，由思政

教师、辅导员、专业课教师和校外讲师组成，全面渗透江西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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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构建协同育人新模式，从而提高育人质量。首先，学校要

促进思政教师、辅导员和专业课教师的交流，督促他们联合开发

江西红色文化资源，逐步把江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教学、

班级管理和专业课教学中，壮大红色文化教育队伍，全面渗透红

色文化教育，提高教师红色文化教育能力。思政教师可以为辅导

员、专业课教师讲解江西红色文化类型、育人价值，帮助他们把

红色文化融入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中，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从而

提高红色文化育人质量。其次，学校还要积极邀请老红军、老党员、

红色旅游景点讲解员担任讲师，让他们定期来校开展江西红色文

化讲座，丰富红色文化教育主体，让学生深度了解江西红色文化，

激发他们学习红色文化的积极性，从而增强他们爱国热情。例如

老红军可以讲述井冈山根据地战斗故事、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路

上的感人故事等，让学生了解真实的抗战故事，让他们了解红军

战士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保家卫国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从而

增强他们爱国热情，发挥出江西红色文化育人价值。

（二）开展红色研学活动，提高思政育人质量

学校要合理利用江西红色文化，组织丰富多彩的红色研学活

动，带领学生参观江西各地红色旅游景点，让他们在参观过程中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洗礼，提高他们政治认同感，培养他们爱国情

怀。例如学校组织学生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新四军军

部旧址陈列馆等遗址，以及上饶集中营、方志敏纪念馆，让学生

了解江西不同历史时期抗争历史，了解这片红色土地上发生的可

歌可泣的红色革命故事、涌现的革命英雄，加深他们对江西红色

文化的理解，从而增强他们爱国热情，发挥出红色文化在本科院

校育人工作中的价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此外，本科院校

要积极与当地红色旅游景点、博物馆建立合作关系，设立红色研

学教育基地，定期组织学生深入红色研学基地学习，让专业讲解

员深入讲解江西红色文化，从而提高育人质量。通过红色研学活动，

学生可以了解江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

战争时期经历的重大战役，例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井冈

山根据地发展历史，全面渗透党史教育，进一步加深对百年党史

的理解，更加拥护党的领导，肩负起民族复兴、建设中国梦的责任，

提高自身道德素养。

（三）开发红色文化课程，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本科院校要积极开发红色文化课程，把江西红色文化融入课

程中，利用视频、图片、新闻等来讲解江西红色文化相关知识，

帮助学生全面、深入了解江西红色文化，让他们传承红色基因，

肩负起时代使命。第一，学校要组织教师调研江西红色文化资源，

分为革命遗迹、纪念馆资源、革命文艺作品资源、革命精神资源

和革命历史人物资源五大模块，搜集江西不同地区红色文化资源，

系统化讲解江西红色文化，增强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让他

们坚定理想信念，让他们免受西方不良思潮影响。红色文化课程

可以弘扬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垦荒地、修建房屋的

艰苦奋斗精神，反击日本侵略者进攻，展示井冈山根据地遗址照片、

视频等资料，帮助学生了解井冈山精神，培养他们吃苦耐劳、艰

苦奋斗精神。第二，学校可以积极开设线上红色文化课程，把其

设置为选修课程，鼓励学生积极学习红色文化，弘扬江西红色文

化，培育他们家国情怀。例如学校可以在线上教学平台上传红色

文化教学视频，把江西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

巧妙融入党史教育，让学生意识到红色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中的重要性，让他们了解革命历史、感悟红色征程，点燃他

们的爱国热情，让他们树立爱国、敬业、友善等信念，引导学生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他们道德情操。

（四）构建网络育人空间，创新红色文化育人模式

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新媒体为红色文化育人工作创造了新契

机，也为江西红色文化宣传工作开辟了新渠道，有利于提高学校

育人工作质量。本科院校要利用好微博、抖音和微信公众号，由

党支部、团支部、宣传委负责红色文化宣传工作，定期发布关于

江西红色文化的相关短视频、热点新闻、文艺作品，并和学生进

行线上互动，构建红色文化育人网络空间，从而提高育人质量。

例如学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推荐江西省内红色旅游专线，详细介

绍南昌、上饶等地区的红色旅游景点，以及不同地区发生的重大

战役，便于学生线上了解江西红色文化，加深他们对红色文化的

理解，从而提高育人工作质量。此外，学校还要搜集与江西红色

文化相关的影视剧作品、红色歌曲，并把相关视频、歌曲转发在

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平台，号召全校师生学习江西红色文化，

营造良好红色文化学习氛围，让学生树立忠于党、忠于人民、艰

苦奋斗、无私奉献、敢于牺牲的理想信念，发挥出红色文化育人

价值。

（五）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提高育人质量

第一，本科院校要把江西红色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在

校园内设立和江西红色文化相关的革命英雄人物雕塑、红色文学

作品宣传栏、江西红色旅游景点宣传栏，拓宽江西红色文化宣传

渠道，便于学生随时随地了解江西红色文化，让他们学习革命英

雄矢志不渝、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第二，学校要把

红色文化和社团活动结合起来，鼓励各个社团开展红歌演唱、红

色歌舞剧创作、红色旅游景点介绍等活动，让学生积极参与到红

色文化活动中，进一步提高他们爱国热情。江西红色文化可以鼓

舞学生，让他们树立远大理想、坚定理想信念，让他们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提高本科院校育人水平。总之，本科院校要

把江西红色文化和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营造良好红色育人氛围，

发挥红色文化育人价值，从而提高育人质量。

四、结语

总之，立德树人背景下，红色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重要性越

发凸显出来，不仅丰富了思政教育内容，还拓展了爱国主义教育

渠道和内容，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家国情怀、政治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本科院校要丰富红色文化教育主体，构建协同育人模式；组织丰

富多彩的红色研学活动，提高思政育人质量；开发红色文化课程，

培养学生家国情怀，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同时，学校

还要构建红色文化网络育人空间，创新红色文化育人模式；红色

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提高学校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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