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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研究
陆　娅　孔德姝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资源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优质课程资源，具有深厚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对培育学生的理想人格、

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提高学生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作用。在日常教学过程中，由于多个教育介体存在部分问题，两种文化资源与思

政课尚未实现较好融入。本文旨在理解其内涵、分析其价值并探讨融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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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资源的内涵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其中包含中医药、古文、

书法、曲艺等内容，其中优秀文化是从中发掘、继承、弘扬出的

有益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且要代代相传的文化结

晶，是中华民族悠悠发展史中的历史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核心内涵主要包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以和为贵的和合理念；

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自强不息精神融入了中华民族血脉，

推动中华文明绵延赓续。其主要内涵为：第一，锲而不舍、知难而进。

“盘古开天”的气魄，“精卫填海”的执着，无一不是其真实写照。

第二，奋发图强，坚贞刚毅。诗经中讲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第三，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系辞下传》云，“《易》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第四，协和万邦，无私奉献。《周易》曰，“地

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以和为贵的和合理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的思

想占据着重要地位，万千文人雅士，均以此为标准。家庭需要“和”

思想，家庭和谐有利于家庭成员的全面发展。社会需要“和”思想，

社会和谐会进一步推动国家的发展。国家需要“和”思想，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无不为“和”字而立。“和”像一粒种子，需要用

真心灌溉、用宽容施肥、用微笑孕育。至今，“和平、和谐、和睦、

祥和”等深深印在中华民族人们的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

的思想与行为。

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从岳飞“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的

慷慨大义，到陈毅将军“祖国如有难，汝应做前锋”的大任担当，

家国情怀向来都不仅是停留在文字上的慷慨激昂，而是中华儿女

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深情大爱。

（二）革命文化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革命文化的创造的主体力量，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构建了革命文化，它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以“革命精神”为价值取向，在继承中华优秀文化

的同时又对世界优秀文明成果进行了借鉴，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的先进文化。它发端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启蒙与救亡的背景下

诞生，根植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土壤，在争取独立和解放中

走向成熟，沐浴着中国革命的风雨成长壮大。革命文化是中国革

命取得胜利的精神支撑和文化标识，是党和人民的革命理想、路

线和精神的总和。

革命理想。革命理想具有伟大的精神力量，革命的胜利离不

开革命理想的支撑，在革命斗争中，涌现出“砍头不要紧，只要

主义真”的夏明翰；“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的

江善忠；“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的何

敬平。正是有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万千革命才能在革

命斗争中甘于奉献、勇于抗争、不惧危险、不怕牺牲，最终推动

革命走向胜利。

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是指老一辈革命家勇于实践、勇于探索、

勇于思考、奋发进取的开拓精神，不畏艰险、坚韧不拔、顽强拼搏、

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献身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就近代革命而言，我认为

革命精神的核心是牺牲精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着崇高的

信仰和坚定的信念，即使是面对死亡，他们依然选择前仆后继、

义无反顾地冲锋在前，数不清的革命烈士用鲜血筑起了新中国的

城墙。

革命道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分析了当时的

国情，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展较

为落后且不平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也尚未发生改变，

在经济方面，半封建经济依旧占据优势，因此，必须采取武装斗

争的革命方式，革命也必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发展

时间较短，从而导致在总人口中，工人阶级人数所占比例较少，

而农民则占据了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艰苦探索中，中

国共产党人认为，只有将广大农民发展为革命的主力军，革命才

有望取得成功。于是，他们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开展工农武装割

据斗争的实践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

不仅是一条使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道路，也是让中华民族走向复

兴的道路。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理想人格的坚定基石。理想人格通常指

一定社会或者阶级所提倡的在道德方面的完美典型，是普遍意义

上完美人格的形象，是其在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的最高体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培育有理想人格的人，即

君子。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理想人格并不相同。在

古代中国倡导成为“君子”，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诸多关于

君子的表述，《论语》云，“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

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岔思难”。孔子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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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应达到温、良、恭、俭、让、忠、孝、仁、义、礼等标准。

孟子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在孟子看来，人格远高于财富、权力、地位，主张做人要有“大丈夫”

精神。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理想人格是可以实现全面发展且具有

高尚道德品质的共产主义新人。大学阶段正是理想人格生成、定

型的重要时期，新时代大学生要在飞速发展，价值多元的时代中

多思考，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有利于形成理想人格的内容，

努力做有远大理想、高尚品德、遵纪守法、竞争意识、自强精神、

科学精神和健康体魄的时代新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

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文化的生命力持有坚

定的信心。从孔子学院，到国产电影《哪吒》夺得年度票房冠军，

再到李子柒视频播放量的暴增，这些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有

魅力的具体体现。高校大学生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正确地

态度，从内心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做到文化自信，

承担起时代重任，更好地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

（二）革命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革命精神、革命历史和革命遗存是革命文化具体的三种形态。

其中，革命精神铸入思政课使立德树人“营养有味”。革命文化

在不同时期培育出不同的革命精神，例如，坚贞不屈拼搏到底的

顽强意志；气势磅礴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大义凛然勇于抗争的

奉献精神；矢忠不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临危不惧沉着稳重的

心理定力等。这些革命精神的内涵会使具有立德树人作用的思政

课更加丰富有味。

革命历史走入思政课让课堂教学鲜活有趣。追溯党的百年发

展，为了保护革命的火种，有人一往无前，有人宁死不屈，用鲜

血染红了江水，用生命点亮了征途。这激励共产党人特别是青年

党员在新征程上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不断从党史中汲

取进步的精神力量。讲述好革命历史，可以使革命故事真正从历

史走入大学生的现实生活，使思政课政治导向亮、教学内容红、

课堂气氛活，使思政课教学鲜活有趣。

引入革命遗址使思政课的实践教学真实有据。每一处革命遗

址都蕴含着无数英勇先辈与志士仁人在革命年代的一腔热血，印

证着他们为了民族安危与同胞幸福冲锋陷阵的足迹。现存的革命

遗址遍布中国的各个城市，例如，延安宝塔山、南泥湾革命遗址、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旧址等。在这些革命遗址举办的实践活动，

可以使高校学生在思想上受到“红色”洗涤，产生思想和情感的

共鸣，也会让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更加真实有据。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路径

探析

（一）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路径探析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

入路径逐渐多样化。大体可以从教育的主体、客体、介体和环体

四个层面探究其实现路径。

在教育主体层面，教育主体应坚持文化育人与自我修养相融

合。只有坚持文化育人与自我修养的融合，才能燃起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复兴之火。高校思政课教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

的实践者、发起者，是教育的主体。一方面，教育主体要在文化

育人中持续探究、广泛实践。思政课教师要尽其所能挖掘自己所

教课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把握人文素质教育和传统文化

学术研究齐头并进，善于利用激励手段，营造出积极的课堂教学

氛围。另一方面，高校内任何人都要持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不分教师与学生、不分专业与非专业，其中，高校教师应多参加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从实践中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价值，培养自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能动性，努力为

教育客体做好榜样。

教育客体要优化自身思想品格，增强传承创新能力。教育客

体指接受教育主体教育的人，评价和判断标准是“素质”和“能力”。

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不仅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还需要

结合新的时代背景，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只有经过创新与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永远散发光芒。大学生要坚持自身对理想

人格的追求，在实践中不断优化自身思想品格，力做一名合格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人，从而点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内

生动力。

在教育介体层面，高校要承担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主阵

地的角色，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抓手。高校要深刻

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与人价值并寻找多个层面拓宽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视域。一方面，高校需在教育介体上铸成文化经典堡垒。

在传统文化讲座论坛、传统文化知识竞赛、书写大赛、传统文化

艺术展览、成语大会和研讨会等方面办出一些有口碑的经典活动。

在校外，高校要运用自媒体平台等新时代传媒介体去宣传文化经

典。在校内，要通过校园网、学生社团刊物、广播台等平台共建

共享文化结晶，筑牢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同样不容忽视，要聚焦于内容与方

法的创新，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开设与之相关的专业课、

选修课和必修课。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可以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

础》）课，作为大学生的第一门思政课，《基础》在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有利于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法治观、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关于

教学方法的创新，要合理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比如口授法、读书

指导法、社会实践法、行为导向教学法、合作学习法、头脑风暴

法等方法，其中要特别重视新媒体平台的运用，努力提高学生的

积极性及教学的有效性。

在教育环体层面，高校应努力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

环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若要在高校中破茧成蝶，需要良

好文化环境的加持。一方面，高校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入校

园，使其成为校园人文环境中的一部分，这不仅会为校园的人文

环境注入新的活力，也会提高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

在专业知识的学习方面，高校可以开设部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关的课程，例如，书法、剪纸等，也可以邀请剪纸、国画传承

人为学生讲解相关内容。在教学楼的内部布置方面，可以融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楼梯间可以增添剪纸、书法等作品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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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板等。高校不仅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入校园，还要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走，在社会上形成有利于文化创新发展的环

境。高校的文化艺术社团可以走向福利机构、走向网络、走向企业，

为社会助力。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成为常态，并逐渐融

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高校要鼓励学生在互联网积极发表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把握好互联网中的主动权，努力做

到校园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齐头并进。

（二）革命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路径探析

在革命文化资源中，内含着诸多可以挖掘的思想政治教育的

价值，要采取多样的方式，使革命精神、革命遗址、革命故事更

好地融入思政课的教学，走进大学生的思想中。本文主要以讲好“红

色故事”探析路径，在把握核心思想的基础上打造“三个条件”、

坚持“三个结合”。

努力创造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好“红色故事”的三个条件。在

思政课上，“红色故事”这一教学实践若想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需要做好教材编撰、队伍管理、教学培训等方面的准备工作。第

一，学校对于革命文化资源的挖掘要尽全力。革命文化资源作为

一种丰厚的教育资源，思政课教师要通过细致钻研，查找、归纳

革命文化资源的相关内容，提炼出革命文化资源的意蕴和本质。

以革命文化资源中蕴涵着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例，可以深化大学生

爱国主义教育，为讲好“革命故事”做好前期铺垫，打造合理基础。

第二，要注重校园红色文化的建设。积极向上的校园环境和校园

文化是“无言之教”，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讲好“红色故

事”需要相应的校园文化贡献与之相应的成长环境。建立红色校

园应以红色实体要素为重要抓手，例如，打造与红色相关的雕塑、

楼宇等；第三，立足课堂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对于讲好“红

色故事”的基础设施条件需完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

课堂上没有相应的革命文化教学的基础设施，那么“红色故事”

的教学实践也难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想要在课堂上讲好“红

色故事”，教师在课前对故事的理解和阐述方法需要进行充分准

备和预设。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不同的课程，思政课教师要

根据其不同的特征构想匹配的教学环节，权衡选择方法步骤。

切实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好“红色故事”的三个结合。思

想政治理论课是否讲好“红色故事”的判断标准是学生对于故事

内容及其表达精神有没有入心、入脑，而简单的故事讲述是达不

到这一目的的。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有效地将故事本身与外在

延伸、教师的授与学生的学、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融会贯通。首先，

要将故事本身与外在延伸相贯通。“红色故事”本就产生于学生

耳熟能详的社会背景中，如果在课堂上仅仅对故事进行简单讲授

不会起到任何教育意义。如何通过学生喜爱的表达方式将故事呈

现出来，更好地让故事走进学生的内心才是重中之重。在思想政

治理论课上讲“红色故事”，根据相关的课程内涵认真挑选人物

故事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精心设计教学环节，大力挖掘“红色故

事”的精神内涵。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究合适的讲述方式，使“红

色故事”更易被学生接受。第二，要将教师的授和学生的学相贯通。

在教学活动中不仅要聚焦于教师的讲授，还要关注学生的接受，

使课堂成为知识的双向灌输场所，这样会使教学活动更具感染力。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讲好“红色故事”，要避免教师演“独角

戏”，努力实现教育主客体在同一“舞台”上合作演绎“红色故事”

的局面。例如，先让学生自己理解感兴趣的故事，然后以自己的

方式在课堂中呈现，主客体之间再进行相互沟通、商讨互评，从

而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三，要将课堂教授与社会实践相贯通。

让学生从红色文化中感悟过去、取得进步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讲

好“红色故事”的一大目的。课堂并不非得局限于教室，课外实

践是讲好“红色故事”的必要途径。积极组织学生前往革命纪念馆、

革命遗迹等进行参观体验，有利于增进学生传播红色文化的自觉

性，增强其对民族及国家的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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