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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课堂教学资源多元化。思政课教师应结合新时代背

景、方针政策、社会热点等内容，将红色文化资源有效

转 化 为 课 堂 教 学 资 源 ， 利 用 好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的 潜 在 价

值，让思政课变得更加形象化、生动化、具体化，贴近

实际、贴近学生、贴近生活。注重讲好红色故事，挖掘

其历史意义、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既要讲准、讲深，

也要讲透、讲活，触动大学生的心灵，让红色文化资源

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创新教学方法，实现课堂

教学形式多样化。思政课教师需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

注 重 教 学 方 法 的 创 新 ， 充 分 发 挥 思 政 课 的 价 值 引 领 作

用。运用好专题教学法、情景式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

等教学方式，增强学习兴趣，充分激发大学生学习的主

观能动性，加深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了解，让学生真真切

切地感受到红色文化资源所带来的精神力量，提升思政

课教学的质量与效果。

（二）全力打造实践活动新特色，丰富拓展“第二

课堂”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从课堂教学出发，更应精

心打造学生实践活动新特色，结合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

特点与成长规律，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校园文化活动和

社会实践活动中。红色文化资源内涵丰富，其物质形态

以及非物质形态均可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既

要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之中，比如结

合新时代特点设计形态多样、深受大学生喜爱的红色文

创产品，激活红色基因，使大学生感悟红色文化精神，

增添积极向上的力量。同时也要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校

园精神文化建设之中，开展大学生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

以此来促进红色文化的有效传播，例如定期举办红色文

艺活动演出、红色歌谣大赛、征文比赛等活动，并结合

重要纪念日开展活动，让红色文化入脑入心。此外，加

强实践教育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

可以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

开展红色研学活动、打造红色资源实践育人基地、建设

红色文化宣讲团队等方式，营造出浓厚的红色文化传承

氛围，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产生深远持久的

影响，将红色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践行高校实践

育人使命。

（三）大力聚焦网络媒体主战场，用足用活“第三

课堂”

2022年4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白皮书，互联网深刻塑造了青年，青年也

深刻影响了互联网。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越来越多

的青年便捷地获取信息、交流思想、交友互动、购物消

费，青年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方式发生深刻改变。[7]要顺

应时代的发展，尊重大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红色文化资

源的传播需借助互联网平台，整合新媒体资源与红色文

化资源，推动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利

用网络新媒体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覆盖面广、传播

速度快、互动性强、使用率高的优势，从高校官网、微

博、微信公众平台、网络课堂、抖音以及知乎等新兴宣

传阵地积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打造富有吸引

力、生命力和感染力的红色文化传播方式，让红色文化

彰显时代魅力。通过原创微视频、微电影、微漫画、开

展红色文化知识竞赛等形式让红色文化元素活跃于网络

中，提高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力，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针对性。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在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中 具 有 极 其 重 要 的

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新时代要发掘好、运用好红色

文化资源，发扬红色传统、赓续精神血脉、传承红色基

因 ， 实 现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与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有 机 融

合、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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