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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工作论工作。通过将红色文化作为主题融入第二

课堂的实践中，在其中了解红色文化、自觉挖掘红色文化

并进行宣传传播，从而起到更为深入的影响，对宣传者和

受众而言都是一次洗礼。综合能力和素质、创新能力和素

质同样，职业规划及创业思维等也必须牢牢和国家发展

结合起来，做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3、铸牢保障，发挥多方协同达到全方位育人

首先，设立科学的评价管理体系和管理部门。红色

文化教育是隐性的过程，根据前期的调研走访，关于红

色文化育人的评价采取一刀切、具体量化的考核标准相

对较多，这对于融合实践是极为不利的，在评价管理体

系中要涵盖红色文化的教育目标、实施计划、分阶段目

标、具体形式等方面，评价中关注过程性和差异性，这

样才能有效促进红色文化教育的后续发展。另外从课程

管理上来看，第二课堂一般由辅导员负责，没有具体专

门的管理部门，需要设置专人统筹红色活动，确保有序

和系统。

其 次 ， 提 升 教 师 的 红 色 文 化 素 养 。 教 师 在 授 课 过

程中要渗透红色文化，首先要对红色文化的内容进行研

究，也就是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的道理。要贯

彻红色文化育人，讲课内容就不能只限于课本，还需要

完成延伸内容储备，丰富自身红色文化素养，才能胜任

这份工作。

4、创新路径，做好“三个相结合”

首 先 ， 第 一 课 堂 与 第 二 课 堂 相 结 合 。 要 创 新 红 色

文化与第二课堂的融合发展路径，必须要把第一课堂和

第二课堂结合起来。在课堂里融入更具趣味性、生动性

的红色文化，不止让内容更加丰富，还可以在讲授知识

时帮助学生树立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达到课程思

政的要求。红色文化融入课堂的任务之一就是守好主阵

地，把红色文化转化为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素材，促使

课堂和红色文化很好地融合。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结合学

生专业特点，进行个性化设计。让学生更为直接地了解

红色资源，领悟红色资源中所蕴含的伟大革命精神，让

红色资源“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从而激发大学

生 对 红 色 资 源 浓 厚 底 蕴 的 分 析 探 究 ， 不 断 汲 取 知 识 养

分，并将其内化于心，充分发挥红色资源思政育人的功

效，完善学生的思想品格，提高道德素质。此外，涉及

个别基础内容时，可以把讲台让给学生，由他们进行讲

演汇报，促使学生自主搜集红色资源的相关资料，制作

讲演PPT和视频，讲演后班级讨论，老师评价，这样的互

动形式可以打破师生壁垒，学生自主学习，深刻领会红

色资源的教育意义。

红色资源是非常优质的教育资源，充分利用红色资

源和第一课堂相结合是最主要的渠道，如果只是单纯地

通过课堂教学这一路径，就容易限制在方寸之间，影响

教学效果。因此，要重视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结合，

理论和实践结合。用实际行动设身处地地感受红色资源

蕴含的伟大精神与丰富内涵，更好地开展红色教育。一

方面，要将红色资源融入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中。红色

资源和校园活动相结合，在育人方面可以润物细无声。

其 次 ， 实 体 课 堂 与 虚 拟 课 堂 相 互 补 充 。 在 网 络 信

息时代，教育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形式开展。“线下

教育”也称“实体课堂”，它包括传统的课堂教学以及

依托校园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而开展的现场教学；“线

上教育”也称“虚拟课堂”，即以互联网为载体开展的

“虚拟”教学活动。实体课堂与网络课堂互补，其实质

就是“线下+线上”教育融合的问题。在信息化飞速发展

的当下，红色文化融入时代新人的培养中，必须直面实

体课堂与虚拟课堂互补的问题。特别是疫情以来，学生

线上课程、线上活动较多，另一方面00后是网络的原住

民，思维活跃，受网络影响较大，所以筑牢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主阵地、唱响主旋律是极其重要的。比如开展短

视频讲红色故事、视频号发布红色诵读等学生喜闻乐见

的宣传模式，让学生参与其中，更能实现红色文化的深

度宣传。

再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互贯通。思想政治理

论课程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是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灵魂课程，也是红色

文化融入时代新人培养的主体课程。思政课程是具体的

一门课程，而课程思政是今年提的比较多的渗透在专业

课等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以针对思政课程来说，

可以相对直接地把红色文化和思政课有机结合，丰富教

材内容。而课程思政则需要在课程的背后寻找契合的元

素，在进行专业讲授时渗透红色文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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