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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传播红色历史，也要借助现实课堂进行理论传播，

从而推进党史知识入脑入心。要实现陕西红色文化资源

融入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主要要把握理论课堂和实践

课堂，将红色文化资源相关的人、事、物、史、魂等资

源充分应用到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中，从而不断增强学

生对陕西红色文化的学习兴趣、扩展理论视野、提高文

化认同。

（一）把握陕西红色文化资源与大学生党史学习教

育的内容契合点

一 方 面 ， 深 入 挖 掘 陕 西 红 色 文 化 中 的 党 史 学 习 教

育素材。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大学

生党史学习教育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内容和重要

组成部分，传播正确的、科学化的红色文化知识有利于

价值塑造、知识架构、视野扩展。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

不能仅仅干巴巴讲历史，要将故事融入到党史学习教育

中，讲红色故事、讲党史故事、讲陕西故事。

另一方面，利用高校思政课堂主阵地，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深入，促进红色文化资源传播。陕西红色文化资

源中蕴含着丰富的党史实践，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历史、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历史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党史学习

资料。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思政课课

堂是主阵地，而思政课教师要准确把握当代青年学生的

学习特点和学习兴趣，探究陕西红色文化资源与党史学

习教育的内在联系，找准契合点和切入点。除了红色文

化的历史知识传播之外，也应利用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使大学生能够实践研修，设身处地地感受

陕西红色文化资源的魅力，润物细无声般进行党史教育

学习。

（二）优化陕西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党史学习教

育中的传播路径

当 代 青 年 大 学 生 是 互 联 网 的 原 住 民 ， 善 于 利 用 互

联网、多媒体接触新知识、新内容、新信息，“依托大

联动的信息化共享平台，可以推动红色文化的有效发展

和传承。通过挖掘红色文化元素，借助数字化的科技手

段，汇聚红色资源全国一张网。” [3]因此，将陕西红色

文化资源“搬迁”到互联网平台，使其作为大学生党史

学习教育的信息资料库，让红色文化资源为网络资源赋

能，可以提高陕西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率和亲和力，提

高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水平。

以 “ 易 班 ” 学 习 平 台 为 例 ， 很 多 高 校 将 “ 易 班 ”

学习平台的学习内容积分与“第二课堂”学分挂钩，所

谓第二课堂即相较于实践课堂之外的教学活动，既强化

了大学生的课程学习，又使学生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

红色文化信息，促进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延伸教育。

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需要大量鲜活的素材，因此，高校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采用具象化的方式将陕西红色文化融

入，促进了青年大学生学习内容的吸收与接受。

（三）推动陕西红色文化融入党史学习教育实践课堂

推进陕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

拓展党史学习教育，实践课堂是关键。在具体融入过程

中，要利用党史教育实践基地，深入挖掘党史资源，不

断深化青年大学生对陕西红色文化的认知和了解程度，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具象化。

一是深化区域内红色文化资源的素材使用。在党史

教育过程中，除了利用好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资料以外，

还要将本区域内红色文化的鲜活素材进行加工，重点挖

掘具有代表性、示范性的革命人物、先进事迹、革命纪

念 馆 等 ， 将 这 些 素 材 加 工 、 整 合 ， 以 “ 故 事 化 ” 的 方

式，切实将陕西红色文化内化于心。

二是利用网络虚拟资源增强红色体验。将红色展馆

“搬进”校园，使青年大学生切身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体悟红色精神、提高精神境界，将红色文化内化为价值

观塑造的精神动力。

三是开展红色文化主题活动。在大学生挑战杯活动

中设置“红色专项”栏目，利用大学生暑期“三下乡”

实践活动开展红色纪念馆实地调研，并制作宣传视频、

撰写调研报告，在党史学习教育课堂展映，借以宣传陕

西红色文化，并使青年大学生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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