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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向同行，通过红色文

化有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大学生的情感

认同，进而实现理论到实践的转化。

2、融入红色文化，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

湘 西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是 湘 西 地 区 红 色 文 化 教 育 的 宝

贵财富，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优质资源，需要

不断深挖新内涵，拓展新形式，紧跟时代发展，贴近大

学生学习生活。将湘西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增强

大学生爱国主义和理想信念教育，做到历史与现实相结

合，引导大学生认识湘西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要形成红色文化学习常态化。运用数字信息技术搭

建学习平台，突破时空限制，打造“数字红色湘西”。

既可以通过视频、图片的方式呈现，也可以运用大数据

等技术手段，开发数字化成果，让当地学生通过具体历

史事件的情景再现，身临其境地感受革命战争时期先辈

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红色精神。以课堂为中心，线

上线下相结合，校内校外相结合。利用线上网络空间及

时对学生教育效果进行评价，及时沟通和反馈，改进教

育方式方法。利用校外实践基地、红色场馆构建全方位

育人体系，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参与各项红色文化专题

实践活动，如红色湘西场馆讲解志愿服务、在红色场馆

进行研学、实践调查，在实践中加深对红色文化的理解

与认同。

讲 好 湘 西 红 色 故 事 ， 关 键 在 教 师 。 不 断 提 高 教 师

的红色文化素养，推动红色教材的撰写与红色文化的课

件制作。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在尊重教育

规律和把握学生实际的基础上，重构红色文化的教育内

容，使其更好地融入思政课教学。在坚持红色文化本质

的前提下，将理论话语向生活话语转化，用生活中的事

实与道理对红色文化的理论知识进行阐释，用与大学生

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体验话语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引导大学生自觉将理想信念、艰苦奋斗等红色信念转化

为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动力。

3、形成红色文化教育生态，传承红色基因

积极向上的大学校园文化对于增强师生的凝聚力、

调节与规范师生组织行为、发挥隐性教育功能有着重要

作用，将湘西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化结合，丰富校园文化

内容，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对学生产生熏陶从而达到红色

文化育人的效果。良好的红色文化教育生态与红色基因

的传承能够形成可持续的文化互动。一方面建设湘西红

色文化校园，拓展红色文化宣传渠道能够让大学生在日

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更容易接收红色讯息，潜移默化地进

行了解和学习。如红色文化走廊和展板宣传湘西红色文

化中的名人轶事和革命历程，讲好湘西红色革命故事。

另一方面，大学生是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的生力军，在

认同和实践的过程中又对红色校园文化起着能动作用，

丰富红色校园文化。如开展唱红歌、演红剧等方式，让

大学生自觉担负起红色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对红色校园

起着能动的反作用。

除 了 营 造 良 好 的 红 色 文 化 校 园 环 境 ， 形 成 红 色 文

化校园教育生态，还应增强创新意识，形成教育合力，

搭建红色文化网络平台，让红色文化活起来，焕发出时

代活力，助力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高校要把握信息时

代的积极元素，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提高湘西红色文

化的网络传播。对湘西红色文化进行深度挖掘，开展线

上主题教育活动，推送湘西红色文化的历史事迹和感人

故事，利用影像、图片、声音资料对红色文化进行整合

传播。红色文化生态的构建并非思政课教师之力即可完

善，更需要高校形成合力。如举办湘西红色剧场，需要

思政教师进行内容的组织与挖掘，艺术类师生进行服装

制 作 和 演 出 指 导 ， 传 媒 动 画 的 师 生 打 造 网 络 精 品 传 播

等，把红色文化融入校园文化的全过程，实现“赓续红

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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