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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到

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意识形

态领域面临着诸多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鲜明的

意识形态特征和重要的价值导向，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承担着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时

代重任。而高校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战场，思政课又是意识

形态输出的关键途径，如何落实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拓宽思政教学渠道，

提升高校思政课实效性，使思政课适应新形势等是当前思

政实践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全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实现民族独立和国

家富强过程中凝聚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红色

遗存和红色精神，[1]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承

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思政实践教学的重要素材。

笔者认为，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是丰富

思政实践教学内容和创新思政实践育人的重要途径。

价值与可能：红色文化融入高校

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价值诉求

（一）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题中之意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

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

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

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

想道德的社会实践活动”，[2]不仅具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

政治导向性，还具有文化传播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

有计划、有目的的教育实践活动，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关键课程，应该结合时代发展特点，顺应新形势，

增强时代感，融入具有明确价值导向的内容作为教化素

材。红色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底色，在历史洪流中变得越

发闪耀。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

改革过程当中形成的红色资源和红色精神，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红色文化教育能够引导大学生坚定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而在生活

和学习中凝聚共识，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因此，思

政教学改革应将红色文化所蕴含的政治理想、思想观念、

爱国情怀、革命传统、道德追求等主流意识形态传递给青

年大学生，既能有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内涵和育人

实效，又能引导青年学生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同国家和民

族的梦想统一起来。

（二）传承红色文化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自信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3]我国拥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是我们

文化自信的底气，而红色文化正是依托优秀传统文化为精

神根基，融入了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当中所创造

的精神传统，成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红色文

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其内涵也与时俱进不

断丰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

有鲜明的政治性、时代性和人民性。例如，雷锋精神、振

超精神、背篼精神、当代愚公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

精神等所体现的爱国情怀、忧国忧民、为民服务、不怕困

难、艰苦奋斗、永不退缩等崇高精神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红色文化，这些精神创新了红色文化的内涵，早已深深融

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

息、奋勇向前的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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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是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精神动力，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

政课实践教学，是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同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将红色文化

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将爱国心、报国情、强国志融入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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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人文科技学院校级重点项目“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研究”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