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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

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

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

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历史征程中，文化强国建设被提升到了前

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

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不断增强

文化自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实践中强化红色文化担当，已经成为时代

赋予的新课题。讲好思政课必须善用红色

文化资源讲好必胜的信念和时代的担当。

尤其是，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政课的重要环

节，红色文化资源的融入能够助力思政课实

践育人功能的发挥，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实现。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没

有文化的繁荣和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带领

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

供了深厚力量”。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高校思政课要善于运用红色

文化资源，滋养大学生的思想，引导大学生

的行为。

红色文化厚植理论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

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始

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的根本制度，这就决定了红色文化资源的价

值立场和引导功能。红色文化不仅仅作为一

种客观现象、传递一种文化信息，更重要的是

发挥着文化育人的作用，这有助于深化大学

生的理论认知，巩固思政课的成效。要充分

发挥思政课在课堂教学中的主渠道作用，关

键在于准确把握大学生的特点，创新教学方

法，完善教学内容，特别是运用好红色文化资

源，用好用活红色文化教材，不断增强教学的

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

确立正确的理论认识，是思政课的重要

任务。只有在正确的理论认识指导下，大学

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才能更加坚定，

应对现实问题才能更加理性，高校思政课的

使命任务才能顺利达成。以红色文化厚植理

论认识，才能保证大学生的理论认识不会空

洞，以理论认识的系统性、生动性保障高校思

政课教学的实效性。“红色”体现了信仰与忠

诚的颜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高校思政课要善用红色文化资源
◎ 王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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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是

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履行使命的生动实践

与事迹展示，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行动引导

力、团队凝聚力。红色文化的融入，增强了思政

课的思想性和针对性，引导大学生铸牢国家意

识、增进爱国情感，帮助大学生深刻理解马克思

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红色文化强化爱国主义情怀

爱国主义教育应当成为贯穿高校思政课教

学过程中的主线。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仅仅

依靠课堂的理论教学是远远不够的。从客观上

看，思政课的理论教学有助于教师有计划地、系

统地讲授教材体系，使大学生系统地、全面地掌

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如果仅仅局限于课堂

理论教学，学生会因为缺少与实际相联系的平

台，无法深化对理论的思考。因此，善用红色文

化资源，特别是挖掘其中的爱国主义因素，成为

高校思政课强化大学生爱国情怀的有效抓手。

以红色文化引导大学生深刻认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的划时代意义、改革开放的历史必

然性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深

刻认识我们国家和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在全球政治格局深刻调整、经济格局风云变幻

的影响下，多元文化碰撞、交融日益加深，每个

人都会受到来自不同渠道的大量文化信息的冲

击，这其中不乏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观念的文

化侵袭。历史虚无主义不但会淡化近代以来中

华民族所遭受的压迫与屈辱，甚至会使一些人

忘记民族之根与历史之源。

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追求民族

独立、国家富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这一幕幕慷慨就义、艰苦创业、勇于探索的历史

画面，展现了红色文化创造者们对民族、对国

家、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近 100年前，中国共产

党人面对国家危难、民族危亡，在上海和嘉兴书

写了他们的时代担当；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

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

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

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

新时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40000多名医

护人员主动请缨，其中 12000 多名“90后”“00

后”坦然面对生命取舍、披上战袍，义无反顾、治

病救人，他们的逆行出征体现了红色基因的传

承，反映了家国情怀、责任担当，践行了为人民

服务的初心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

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

量，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

高校思政课须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

的教学要求，推进红色文化在大学校园的传承，

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发挥对于当代大学

生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完善人格、培养优良

的道德品质具有的重要的精神滋养作用。在思

政课教学中用好红色文化，树立对历史的正确

认识，强化对国家的认同感、荣誉感与归属感，

构筑中国精神，强化爱国主义情怀。

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思政课

发挥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一定要

创新思路，丰富实践路径，多措并举，把红色文化

嵌入思政课教学中，在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叙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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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基础上，把好故事与好思想结合，使“好的思

想政治工作”像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一样，让

红色文化资源被大学生“自然而然吸收”。

激活红色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

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

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

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纵观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看

到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不同时期不断奋斗、自我完善的伟大历程。

大学生应该深入学习四史，通过红色基因的激

活，在认清历史脉络、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

从红色文化中吸取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力量

和勇气。当前，在新媒体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激

活红色基因的方式需要更加多样，更加贴合大

学生的认识特点。例如，以数字化手段纵深发

掘、横向关联红色文化蕴涵的教育资源，推动其

经过充分设计后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理论与实践

教学各环节。

加强深度融合。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

需要研究两者在具体文化形态上的异同，找准它

们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机制，探索二者深度融

合的必要路径。一要在思政课中高唱主旋律，营

造传承红色文化的积极氛围，拓展红色文化的覆

盖面；二要打造主阵地，通过理论教学设计、实践

教学组织、网络教学创新，把红色文化深入贯彻

到思政课教学中；三要创新手段，发挥大学生主

体作用，采取互动式、启发式、交流式教学，多措

并举提升红色文化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与亲和力。

特别是结合重要纪念日开展活动，实现红色文化

资源的多渠道融入。这样，通过课堂学习与课外

活动的相互协调，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相互渗

透，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的相得益彰，增强红色

文化育人的渗透性和覆盖面，确保思政课育人成

效。当然，这其中，提升教师的融合意识和能力

至关重要。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离不

开教师的精心设计以及融入过程中的及时引导

和反馈。目前很多任课教师都是科班出身，理论

功底深厚，但尚需不断提升教学组织能力，更加

重视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切实加深红色文化与高

校思政课的融合度。

顺应时代创新。“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

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

和力、针对性”。高校要紧紧围绕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初心使命，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增强思想政

治教育的活力。无论是思政课教学，还是红色文

化的传承，都要结合新时代、新特点，通过创新手

段的使用，顺应时代发展，高扬红色文化的旗帜，

深入思政课的全时空。第一，将红色文化资源渗

透至高校思政课立体化教学模式中。对红色文

化的运用要注意全方位和多视角，找到红色文

化资源与高校思政课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及网

络教学的最佳融合契机，在新时代高校思政课

的教学改革实践中，实现对运用红色文化资源

的创新。第二，重视网络化信息化的巨大力量，

以数字化校园建设为基础，以自媒体为核心，通

过建设红色官微，开发红色APP,主动向学生推

送红色文化相关知识与信息，打造多元化、立体

化的红色文化宣传格局。这样的宣传格局，因

为符合大学生的认知特点，具有生活气息、时代

气息，更能发挥潜移默化的功能。第三，重视校

园主流舆论的引领。在大力弘扬红色文化时，

注意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掌控校

园网络阵地，引领校园主流舆论，实现红色文化

对校园主体的积极濡染。

（作者：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南京

晓庄学院党委组织部部长）

责任编辑：王农媛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