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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视域下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

与路径研究

臧丽云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山东省潍坊市 266100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挥思政课在立德树人中的关键作用，成为教育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历程中积累的珍贵精神遗产，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教育素材。将红色

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不仅有助于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还能提升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达到预期教育目标。本文旨在探讨大思政视域下红色文化融入

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并提出具体的融入路径，以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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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高校思政课教

学的重要资源。在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面临着诸多挑

战，如教学内容与形式单一、学生参与度不高、思政课教

学效果不明显等。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有助

于解决这些问题，提升思政课的教学质量。本文从大思政

视域出发，探讨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与路

径，以期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1 大思政视域下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

的价值

1.1 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红色文化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将

其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

课堂的吸引力。通过红色文化的生动案例和故事，使思政

课内容更加生动形象，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思政

课知识
[1]
。红色文化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能够激发学生的

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使思政课教学更具感染力。

1.2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精神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将其融入思政

课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精神。通

过学习红色文化，使学生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英雄事

迹，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
[2]
。红色文化教育有助

于培养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激发学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1.3 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

红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将其融入

思政课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

通过学习红色文化，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
[3]
。红色文化教育有助于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1.4 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将其融入思政

课教学，有助于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通过学习红色文化，

使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增强文化自信
[4]
。红色

文化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具有国际视野，为中华民族在世

界舞台上树立良好形象。

2 大思政视域下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

的路径

2.1 优化课程设置，将红色文化纳入教学体系

在“大思政视域下”，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

学，是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举措。将

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增强“四个自信”，培养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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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在课程设置中，要明确红

色文化教育的目标，使之与思政课教学目标相一致。将红

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需要将红色文化内容与思政课现

有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具体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等课程中，融入红色文化元素，如革命先烈的英雄

事迹、党的光辉历程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等课程中，融入红色文化精

神，如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等。在道德与法治、

公民素养等课程中，融入红色文化中的道德观念、法治观

念，如廉洁自律、公平正义等。将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

学的效果纳入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确保红色文化教育的实

效性。

2.2 创新教学方法，提高红色文化教学效果

2.2.1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载体，通过引导学生分析、

讨论和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实际操作

能力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强调学生在实际情境中学习，

有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

力
[5]
。案例教学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激发学生的思

维活力，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红色文化案例具有强

烈的情感共鸣，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文化案例，如革命先烈事迹、红色

历史事件等。导入环节通过讲述红色文化故事，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分析案例中的问题，挖掘案例背后

的历史背景、思想内涵等。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分享

观点，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教师对案例进行总结，强调

思政课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通过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

等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根据教学目标，对教学过程和教

学效果进行评价。将优秀案例整理成案例库，为后续教学

提供参考。通过以上路径，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

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2.2.2实践教学法

实践教学法是指在思政课教学中，通过组织学生参与

实践活动，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以培养学生的思想

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的一种教学方法。收集

整理红色文化资源，包括革命遗址、纪念馆、红色故事等，

为实践教学提供丰富的素材。结合地方特色，挖掘具有代

表性的红色文化资源，如广西的红色教育基地、雨花台烈

士纪念馆等。组织学生参观红色教育基地，亲身感受革命

先烈的英勇事迹，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开展红色主题讲

座、研讨会等活动，邀请专家学者、老红军等分享红色故

事，让学生深入了解红色文化。组织学生参与红色文化主

题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服务、支教、调研等，让学生

在实践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红色文化主题的

校园文化活动，如红色歌曲比赛、红色故事演讲比赛等，

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 VR、

AR 等技术，打造沉浸式红色文化体验，提高实践教学效

果。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实践教学，如线上红色文化知

识竞赛、线下红色教育基地参观等，拓宽实践教学渠道。

建立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对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的表现进行

综合评价。

2.2.3 多媒体教学法

多媒体教学可以充分利用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

式，丰富教学资源，提高教学效果。多媒体教学能够将抽

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生动形象的画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多媒体教学可以设置互动环节，

如提问、讨论等，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红色文化知识。

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红色文化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地

感受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例如，

播放红色电影、纪录片，展示革命历史图片等。通过多媒

体教学，将红色文化与历史事件相结合，让学生深入了解

红色文化的内涵。例如，利用地图、时间轴等工具，展示

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文化案例，

通过多媒体展示，引导学生分析案例，提高学生的实践能

力。例如，分析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探讨其精神品质。

利用多媒体技术，设置互动环节，如在线问答、小组讨论

等，让学生在参与中学习红色文化知识，提高教学效果。

将红色文化与相关学科知识相结合，如文学、历史、艺术

等，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红色文化素养

高校应将红色文化教育纳入教师培训体系，通过专题

讲座、研讨会等形式，让教师深入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

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增强教师的红色文化素养。高校可

以与红色教育基地、纪念馆等合作，建立红色文化师资培

训基地，为教师提供实地考察、教学研讨、实践锻炼等机

会，提高教师的红色文化教学能力。鼓励教师关注红色文

化研究前沿，参与相关课题研究，提升自身学术水平和红

色文化素养。同时，支持教师将研究成果融入教学，丰富

教学内容。在思政课教学中，增加红色文化相关课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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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红色经典阅读》等，使教师能够系

统地掌握红色文化知识，提高教学效果。组织教师参观红

色教育基地、纪念馆等，开展实践教学活动，让教师亲身

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增强教学感染力。选拔一批具有较

高红色文化素养的教师，组建红色文化教学团队，共同研

究和探讨红色文化教学策略，提高整体教学水平。将教师

红色文化素养纳入教师评价体系，鼓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注重红色文化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在校园内开展红色文

化活动，如红色歌曲比赛、红色故事演讲等，让教师和学

生共同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营造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

2.4 营造校园红色文化氛围，增强学生的认同感

在“大思政”视域下，营造校园红色文化氛围能够潜

移默化影响学生的情感，增强学生的认同感，是提升思政

课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充分利用校园空间，设置红色文

化主题雕塑、标语、宣传栏等，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

到红色文化的熏陶。定期举办红色文化节、红色故事演讲

比赛、红色歌曲演唱会等活动，让学生在参与中了解红色

文化，感受红色精神。与红色教育基地、纪念馆等合作，

组织学生参观学习，让学生亲身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增

强认同感。结合思政课教学内容，开发红色文化课程资源，

如红色故事、红色歌曲、红色影视作品等，丰富教学内容，

提高教学效果。加强对思政课教师的红色文化培训，提高

教师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和传播能力，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

红色文化教育。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校园文化活动，如运

动会、文艺晚会等，让学生在参与校园文化活动中，感受

红色文化的魅力。鼓励学生自发组成红色文化学习小组，

共同学习红色文化知识，分享学习心得，增强学生的认同

感。组织学生参与红色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如义务讲解、

红色故事宣传等，让学生在实践中传承红色文化，增强认

同感。

2.5 建立健全评价机制，保障红色文化融入的质量

对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教学内容进行评价，包括内

容的准确性、时代性、针对性等，确保红色文化教育内容

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对教师运用红色文化进行思政课教学

的方法进行评价，关注教学方法的有效性、创新性、互动

性等，提高教学效果。对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教学效果

进行评价，包括学生的思想认识、道德品质、行为习惯等

方面的提升。对教师在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中的表现

进行评价，关注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学能力、科研水平等。

对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教学情况进行定期评价，确保评

价的持续性和有效性。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对红色文化融

入思政课的教学进行动态调整，及时发现问题并改进。对

评价结果进行反馈，帮助教师了解自身教学中的不足，促

进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对在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

中表现突出的教师和学校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教师和学

校参与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积极性。根据评价结果，

对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教学进行改进，提高教学质量。

根据评价结果，对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课程体系进行调

整，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根据评价结果，对教师进行培训、

选拔和激励，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结论

通过红色文化教育，使学生深入了解党的光辉历程，

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红色文化具有生动性、感

染力，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思政课的教学效果。

红色文化教育能够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激发

学生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将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

内容，丰富课程资源，提高教学吸引力。采用案例教学、

实践教学、网络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参与度

和体验感。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对红色文

化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营造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让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红色文化教育。组织学生参与红色文化

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大思政

视域下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具有重要的价值与

意义，通过积极探索和实践，可以有效提升思政课的教学

质量，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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