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5

2024 年第 6 卷第 5 期

教育论坛

立德树人

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及实现途径
贾晓丽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重庆 402247）

摘要：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是各地人民在革命、

建设以及改革实践中所创造凝结出来的优秀先进文化。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启迪人民智慧、砥砺

人民意志、提升人民信心的重要精神涵养，更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鲜活的资源。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来，

不但可以丰富思政教育内涵，而且还能厚植学生的红色基因，为他们更好地成长和发展保驾护航。基于此，本文就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入价值和融入路径进行了分析，仅供相关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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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支撑民族发展的灵魂，是维系民族共同信仰的重要精

神纽带。红色文化是各地人民在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实践中所创

造凝结出来的优秀先进文化。它有着深厚的内涵，是高校思政教

育最鲜活、最直接的资源。在新时期，我们有必要立足“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将红色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政教育中来，不断创新思

政教育内容和方法，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价值，引领学生良

好道德品质、政治意识和红色基因的培养，助力他们在未来更好

地学习、成长和发展。

一、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入价值

（一）促进红色文化传承的必然要求

红色文化资源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初心使命和精

神信仰，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

我们党带领各地人民群众积极展开革命斗争、建设改革工作，期

间涌现出来无数的伟大人物和事迹，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红色文化。

这些红色文化主要是以英雄人物、革命故事、历史以及思想成果

等多种方式存在，并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

想和精神文化宝藏。党的二十大提出要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指示，

而高校思政教育作为红色文化传承的重要抓手，也要充分融入红

色文化资源，发挥其在引导大学生思政素养、道德品质培养方面

的优势，用红色文化资源来感染学生、浸润学生，促进他们爱国

情怀、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厚植他们的红色基因，让红色文化世

代流传。

（二）推动高校思政育人的现实需要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以来，

高校思政教育的地位就愈发凸显。可以说，思政教育是高校坚持

走社会主义办学路线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因此，思

政教育一定要回答好“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时代之问，在教育

实践中，不断增加自己的红色“底色”，积极将红色文化资源融

入到教育实践中来，以此来丰富思政教育的内涵，提高思政教育

的亲和力和有效性，促进学生良好道德品质、价值观念、爱国情

怀和红色信仰的培养，让“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能够落到实处。

（三）增强学生文化自信的时代呼唤

对于新时代大学生来说，红色文化资源是推动其文化自信培

养的重要源泉。从近代史角度来看，旧中国一度遭遇了沉重的打击，

民族文化也受到了质疑和非难。而正是因为“一抹红色”的出现，

才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彻底当家做主。所以，依托红色

文化资源来创新思政教育也是推动学生文化自信心培养的有效途

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党中央高度重视大学生文化自信

的培养，而红色文化之中蕴含着诸多先进的文化思想，能够成为

当代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思想指引，激励他们不断克服困难，

奋斗拼搏和展现自我价值。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将红色文化

资源融入到大学生思政教育中来，能够有效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

怀，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促进他们文化自信的培养。

二、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入路径

（一）注重多措并举，创新“第一课堂”

对于大学生思政教育来说，课堂是其主阵地。所以，在推进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第一课堂”的创新，

特别是要注重将红色文化渗透到思政“第一课堂”的各个方面和

环节之中，不断强化学生的体验和感受，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促进他们红色基因的培养。

首先，我们可以立足教育信息化的改革大背景，运用学生们

喜闻乐见的信息化手段来融入红色文化资源。例如，我们可以通

过微课、多媒体等方式来展示“红色电波”影像片段，让学生能

够跨时空地感受革命年代的英雄人物事迹和红色感人故事。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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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我们可以结合思政教育内容，与学生们一同探讨和总结

红色电波精神，告诫学生要牢记历史和传承红色文化。同时，我

们还可以借助 VR 的方式来带领学生在虚拟现实环境中和革命任

务跨时空对话，感受“红色电波”革命英雄事迹，强化学生的感

受与体验，引领他们红色基因的培养。其次，我们可以结合红色

文化 资源来开展案例教学的方式，与学生们一同探讨红色历史，

分析红色文化内涵，让他们能够从红色历史中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自觉践行红色文化传承使命。例如，我们可以设计“红色电波人

物分析”“红色电波的重要性”等专题讲座，引导学生在观摩红

色电波视频和了解红色电波故事的基础上，对红色电波精神进行

深入思考和探讨，进而加深他们对于红色电波精神的内涵价值认

知，促进其良好红色文化意识和爱国情怀的培养。再者，我们可

以积极通过“议题式教学”来创新思政课堂，如可以选定“红色

电波”中的人物事迹来展开议题探讨，期间可以设计，如“王诤

将军与红色通信事业的开创”“李白烈士与自制电台的传奇”等

议题，以此来引发他们的思考和探讨，构建一个相互沟通、相互

交流的良好学习氛围，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导学生你一言、我一语，

来强化他们的思想交流，巩固他们的红色文化认知，全面提升他

们的红色文化认知能力，促进其良好红色基因与思政素养培养。

（二）夯实校园文化，优化“第二课堂”

红色文化是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所以，在

推进大学生思政教育红色文化资源融入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夯实

校园文化，优化“第二课堂”建设，营造良好的红色校园文化，

促进红色文化传承，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红色基因培养。具体来

说，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设计红色橱窗、红色展栏、张贴红色人

物事迹等方式来打造校园“红色长廊”“红色展厅”，让学生们

能够直观地感受红色文化氛围，启发学生、影响学生。与此同时，

我们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设计一系列基于红色文化的学习活动，

如可以基于“红色电波”精神来开展“红色电波宣传演讲”“红

色电波情境剧”等活动，让学生们能够在丰富、有趣的活动中学

习、传播红色电波精神，感受红色文化内涵。其次，我们也要抓

住一些特定的红色文化教育节点，搭建思政“第二课堂”，例如，

我们可以在开学、放假等时间节点开展“红色文化宣传”主题活

动，引导学生们通过绘制板报、开展小组调研等方式来参与红色

文化传播与传承，进一步拓宽红色文化的思政教育空间。同时，

我们还可以在七一建党节、十一国庆节等前后开展“红色文化·传

承有我”活动，引导学生们用文学创作、歌曲演唱、舞蹈表演等

方式自己熟悉的方式来宣传红色文化，营造良好的红色校园氛围，

让学生们能够在思政“第二课堂”中深刻体会红色文化内涵，并

从中汲取成长养分，在未来更好地成长与发展。

（三）铸牢校外实践，打造“第三课堂”

思政教育的高质量推进应当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所以，

如果我们想要保证思政教育效果的话，必须要在传统理论课教学

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实践育人工作，构建基于校外实践的“第三

课堂”让学生们能够在实践中加深思政感悟，促进他们的知行合

一。例如，我们可以立足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红色文化调研”

活动，充分发挥学生们在红色文化学习、传播和传承方面的自主

性，引导他们在课后深挖和学习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如可以引导

学生探访红色人物与他们面对面谈话，回忆红色峥嵘岁月，强化

他们的红色历史认知，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怀；可以引

导学生们搜集“红色电波”精神方面的历史文化资源，并撰写相

应的调查报告，或者制作相应的 PPT 与微视频、开辟“红色文化”

自媒体平台账号等等，这样不但可以激发他们的成就感、自豪感，

而且还能够加深他们的感触，促进红色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广

泛传播。此外，我们可以和学生一同走出课堂，参观当地的红色

历史博物馆、红色文化遗址，追忆红色历史，了解红色人物故事，

共同开展基于校外实践的红色研学活动，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学

习、传承红色文化的积极性，厚植他们的红色基因，推动他们知

行合一，将红色文化铭记于心。

总之，积极推进红色文化资源和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融合有着

重要价值意义。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我们要积极运用

新思路、新方法来构建基于红色文化的思政第一、第二、第三课

堂，充分发挥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育人价值，打造基于地方

红色文化的思政教育新常态，培育学生良好的思政素养和红色基

因，激励他们牢记历史，奋斗未来，走好红色道路，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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