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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色文化的内容较为抽象，学生觉得与英雄人物有

一定距离感，学习的自主性不高。而将和学生关系密切

的第二课堂中融入红色文化，把理论和实践充分结合，

把个人所学付诸实践。同时及时整理反思总结实践过程

中的内容丰富到第一课堂。在第二课堂加深对红色文化

的理解，构建出关于红色文化的知识架构，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同时也对辅导员开展第二课堂的活动时，提

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和更强的责任感，进而促进形成红

色文化育人的良好氛围。在西北政法大学，学生们根据

“红色校史”，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法治教育的红色话

剧《庄严的审判》，运用这样的活教材，从编到演，从

演员到观众，都更加具象的理解法治，也拉近了学生和

这段红色文化的距离。

2、拓宽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深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高 校 的 十 大 育 人 体 系 与 红 色 文 化 相 连 密 切 ， 比 如

实践育人、网络育人等。在红色文化融入教育过程中，

以党史学习教育为例，各高校均有具体举措，但更多集

中在课程上，例如微课、讲座等，出现学习热情不高等

情况。而结合红色文化开展的社会实践、校园活动等深

受学生喜爱，比如“红色寻根之旅”的直播活动，将思

想政治教育从原先的课程育人单一模式，衍变为“三全

育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作为宝贵

精神资源的红色文化，具有其他文化不可比拟的育人功

效。通过红色文化，在真实的遗迹、旧址、英雄人物、

战役故事中去领悟党的百年奋斗史，进而让学生更加坚

定理想信仰。

红色文化融入第二课堂实践中的困境及应对路径
——以西北政法大学为例

 刘　璇

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前进发展的精神动力，文化自信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

必要条件。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重要内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如

何增强文化自信力和影响力，自觉挑起传承红色文化的责任担当，善用红色文化资源，

讲好中国的红色故事，是高校教育教学未来必须推进好的重要工作。西北政法大学红色

校本文化资源丰富，在红色文化与第二课堂实践融合的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挖掘探索。

当前对红色文化的理解较为丰富，本文以广义的

概念为基础阐释红色文化，认为红色文化主

要包括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精神方面比如说有红船精

神、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等代代相传的思想火炬，物

质方面有纪念馆、文化历史遗址遗迹等。除此之外还有

书籍、纪录片、电影等类型的红色文化。红色文化不管

是物质表现还是精神表达，都是珍贵的历史传承，生动

地展示了革命先辈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主义精

神和英勇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将红色文化融入思

想政治教育阵地中。既是促进时代新人成长成才的内在

要求，也是发挥红色文化育人的应有之义。

2021年《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印发，其中

的经典景区将作为今后五年红色旅游发展工作的重点。

以陕西省为例，包括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等11个纪

念馆，枣园革命旧址等共计24个革命旧址及烈士陵园，

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基础深厚。进一步具体到高校，以

西北政法大学为例，校本红色资源也极其丰富，学校的

校史馆记录了学校自陕北公学逐步发展的全部内容，各

学院也深入挖掘自身的红色印记，例如新闻传播学院结

合校史撰写《老延大新闻班》、建立了何微纪念馆等。

红色文化融入第二课堂的必要性

1、丰富教学教材内容，有助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首 先 ， 将 红 色 文 化 融 入 本 科 生 的 第 二 课 堂 的 基 础

之一，就是教育者能够认识到红色文化是学生坚定理想

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活教材”。在第一课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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