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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红色文化资源的应用研究

———以四川文理学院为例

陈　岗

（四川文理学院 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研究院，四川 达州 ６３５０００）

摘　要：四川文理学院校内及周边红色文化资源富集，是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最好的的素材。推

进红色文化的“三进”工作，必须将红色文化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从内容上构建红色文化教学体系；实践平台

与红色教育直接对接，增强学生参与红色文化的主动性；红色故事引入课堂，在教学方法上提升红色文化教学

体系的吸引力和亲和力；互联网与红色文化的有机融合，在教学手段上，利用多媒体与技术的时效性提升了红

色文化教学体系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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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红色文化感染人、教育人、启迪人，是中
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与传统。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红色文化传承和弘扬工作，总书记在西柏坡、沂
蒙、古田、延安、遵义、井冈山等革命圣地考察期
间，就弘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作出重要论
述。总书记指出：“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
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
标识”“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是共产党人
最好的营养剂与清醒剂”“要发扬红色资源优势，

深入进行党史、军史和优良传统教育”“把理想信
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
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从南湖红船上寻找光
明的摆渡人，到驾驭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航者，

正因有了红色基因，我们共产党人才有了冲锋陷

阵的勇气、改天换地的志气和决胜未来的底气”。

为了深入开展红色文化“三进”工作，发扬红

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同时，也为了增强思想政

治教育课的亲和力与针对性，四川文理学院充分

利用校内外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将不同时

期具有区域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与课堂教学融为

一体，将理论教学与实践课堂有机结合，逐步探

索、构建出具有一定特色的红色文化教学体系。

　　一、将红色文化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
构建红色文化教学体系的核心内容

　　在党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在川东北地区建

立了当时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苏区，涌现出

一大批优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了宏

伟悲壮的革命历史，无数的革命遗址遗迹与代代

相传的红军故事，形成了十分丰富和珍贵的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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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弥足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

也为当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课堂提供了真实、鲜
活、生动与极富感染力的教育素材，成为我校构建
具有四川革命老区特色的红色文化教学体系的重
要内容。

民主革命时期，就读于达县中学（四川文理学
院的前身）的开国上将陈伯钧、神剑将军张爱萍、

巴山儒将魏传统、马列哲学家杨超在吴玉章、戴志
安、张鲤庭影响之下在此参加革命活动，走上革命
道路，他们崇尚民主自由、追求光明的思想与行
动，成为当今文理学子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精神
动力，是学校开展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教育最具
亲和力的素材；凤凰山红军塔、列宁石桥街、梓潼
红军石刻、宣汉红３３军成立纪念碑见证了１９３３
年８月入川的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宣（汉）达（县）战
役这段红色的记忆，红四方面军无数战士在战斗
中连续奋战、不怕流血牺牲、誓死保卫苏维埃的大
无畏革命斗志，对于传承并发扬“智勇坚定、排难
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精神，激励学生
勤奋学习、克服困难、立志成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同时也是在课堂教学中作为培养新时代大学
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王维舟面对
肃反扩大化，敢于斗争，不向张国焘的错误领导屈
服，又始终忠于共产主义信仰，绝不因一时的挫败
而产生对党的怀疑，王维舟正是我们学习如何真
正坚定社会主义信仰、拥护党的领导的楷模。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达州走出去的张爱
萍将军为新中国国防建设呕心沥血，其践行的“热
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
同、勇于登攀”，是“两弹一星”精神最好的阐释；

改革开放时期，影视作品《远山的红叶》、《雨
中的树》谱写了王英、李林森等共产党员，在中特
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不忘初心的价值最求
与红色情怀，成为大巴山优秀共产党员心系人民、

无私奉献的缩影。

为将不同时期发生在大巴山地区的红色事迹
与人物转化为学校教育教学资源，学校通过不同
的方式与途径，不断深入挖掘乡土红色文化中蕴
含的教育教学资源，紧密联系当下的政治语境，构
建红色文化教学体系，形成红色文化教学专题，将
其融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具体而言，近年来，为
探索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的路

径，学校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了相关的工作：

１．编写红色乡土教材与资料。为了充分整合
利用原川陕苏区遗留的丰富红色文化资源，使学
生系统、全面、客观、真实了解川陕革命老区红色
文化发展的脉络，完整追忆那段金戈铁马的红色
岁月，学校相关部门整合研究力量，编写并出版了
《神剑·乡魂》、《红色巴山》、《川陕苏区研究资料
与整理与分析》、《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１－５
辑）等书籍，其中，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编写的
反映大巴山红色革命历史的红色乡土思政教
材———《红色巴山》，在充分吸收学界相关最新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区域红色资料，对原川
陕苏区乃至四川文理学院前身———达县中学的光
荣革命历史进行了详细梳理，为帮助学生了解川
陕地区红色革命历史和四川文理学院校史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据了解，该教材的出现不仅在全
川高校中尚属首创，而且亦为全国思政教育中如
何利用地方资源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样本。

２．组织课外红色考察。“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作为“灵魂工程”的思政教育，除了在课堂教
学中完成基本教学任务之外，必须向学生强调“知
行合一”的原则，使思政教育走出课堂，走入社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充分利用本地红色资源丰富的优
势，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前往红色景点，如张爱萍
故居、王维舟纪念馆、列宁街、广安邓小平故居、达
州红军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实践教
学，带队教师通过历史的遗迹、文物来向学生讲解
达州乃至川北地区的光荣历史，拉近了学生与书
本知识的距离，增进了实践教学的时效性，达到了
较好的教学效果。

３．开设校内地方党史讲座。为了坚持思政教
育走出课堂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院还对学生开
展了多种形式的课外教育，如开设学术讲座等，此
亦为思政课程实践教学的一部分，即在完成课堂
教学任务之外，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教师通过开
设校内学术讲座，围绕不同时期的“苏区精神、张
爱萍与两弹一星精神、红叶精神”向学生讲解地方
党史知识，增进其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培养学生
爱校、爱故土、爱国的情怀，坚定了学生扎根基层，

为人民、为家乡奉献自我的决心。这些学术报告
深入浅出地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进行了系统
的讲述，使学生在课堂之外继续接受思政教育，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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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性与学术性于一体。红色精神的教育主要围
绕：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群
众路线、调查研究等内容展开，而讲述的内容由多
个案例构成，每个案例由案例正文、思考讨论、案
例解析和教学建议四个模块组成。

　　二、将实践平台与红色教育直接对接，
增强学生参与红色文化的主动性，提高动
手调研能力，是红色文化教学体系的重要
环节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红色
文化精神的感悟与传承，必须与实践活动紧密结
合，作为发在过去的红色记忆，要在当今折射出时
代价值，需化抽象为微观，化宏观为具体，化历史
为现实 ，实践环节尤为重要。

红色文化实践教学的关键在于主动为学生搭
建良好的活动平台，为他们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创
造条件。近几年来，为了推进我校红色文化教育
的深化与拓展，以及充分体现红色文化教育的特
色与亮点，学校对此作了诸多探索。

一是，建立红色实践教学基地。经过对外积
极联系，目前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经与张爱萍
故居、将帅碑林、红军烈士陵园、邓小平故居、川陕
苏区博物馆、朱德故居、刘伯坚纪念馆、万源保卫
战纪念馆等一批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达成合作
协议，利用假期组织学生前往参观考察，定期安排
学生顶岗实习，或者担任义务解说员，让学生实地
感受红色文化，传承坚忍不拔的红军精神。通过
组织学生现场参观考察，对于加深他们对于书本
知识的理解，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也有了
更为深刻的认识。此外，学校还与川陕苏区著名
的红色村落———达县堡子镇水洞坪村建立了帮扶
协议，为其振兴发展、改善民生方面提供智力支
持，并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参观考察、调研服务。

二是，组织红色学生社团。在学生的大学生
活中，学生社团实际上成为发挥他们自身创造力
的重要平台。学校充分利用高校学生社团这一良
好平台，并积极组织学生参加。２００９年，在学校
党委行政领导的指导下，学校成立了红色学生社
团———大学生“知行合一”研究社。自该社团组建
以来，先后共吸收成员８００余人，学生基本覆盖学
校各教学系。社团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指导下，开

展了系列红色的实践活动，通过红色实践活动，提
升了社团成员的思想境界，同时以社团为引领、为
标杆，通过众多的红色成果感染了其他学生，使他
们从红色教育中吸取了力量、坚定了信仰、接受了
教育。

三是，推动思政课题申报。大学乃研究高深
学问的地方。为帮助学生增强科学研究的能力，

了解、研究川陕苏区红色文化历史，推动他们理论
联系实践，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学工部向
全校学生进行红色文化专项课题发布，得到了同
学们的积极回应。据统计，累计共有近千名学生
竞相申报。通过开展红色文化项目研究，同学们
走出象牙塔，步入川陕苏区的战场遗址、纪念堂
馆、红色村落开展调查研究，近距离接触红色历
史，考察调研红军石刻，访谈健在的老红军或者红
军后人，记载了大量的红色口述历史。以项目为
牵引开展的红色实践活动，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和使命感，实现了将红色文化内化于心，在生
活与学习中外化与行，同时也帮助学生掌握了基
本的研究技能与学术规范，为他们将来撰写毕业
论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是，布置假期红色实践报告。学校处于川
陕革命老区，很多学生都来自周边的县市，对过去
发生在他们身边区域的红色故事、红色事迹有一
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与亲切感，学校根据实际情
况，把红色文化作为开展假期社会实践活动的重
要内容与主题，并将其作为多元评价学生品行修
养、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方式之一。同时，鉴于思政
课题立项的数量限制，为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社
会实践中去，马克思主义学院面向全校学生发放
了《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假期实践报告手册》，

要求学生利用寒暑假开展红色实践活动，并撰写
红色实践报告，思政教师依据学生的完成情况予
以客观评定，并将其纳入对学生的平时考核机制
之中。同时，为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学院还将其中
较为优秀的红色实践报告汇编成册，作为成果专
报，面向全校予以表彰。

一些学生撰写的红色文化实践报告，因其视
角独特、收集资料新颖，在内容上体现了较高的史
料及学术价值，对学校专职从事川陕苏区红色文
化研究的教师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如有老师关
注建国初川北地区土地改革研究，因不少学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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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川北农村，他们踊跃参与到该老师的研究之中，

利用假期回家开展土改口述资料搜集工作，并撰
写相关调查报告，对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他们通过向当年经历过土改的老年人访谈，对之
前并不熟知的农村土地改革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同时也增进了对农村现实社会的关注。

　　三、将红色故事引入课堂，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课的吸引力和亲和力，是红色文化
教学体系的重要教学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
调，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增强高校
政治工作的时代感和吸引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
亲和力和针对性。将红色故事引入课堂，通过讲
故事的教学方法可以改变思政课纯理论教学的单
一性。尤其是本地红色故事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兴
趣，获得学生的认可，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提
升亲和力的同时也增强了思政教育的说服力。如
神剑将军张爱萍、书法家魏传统即是达州人，也是
四川文理学院的前辈校友，因此我校学生在思政
课上对张爱萍将军、魏传统将军的革命故事就格
外有兴趣，并且以他们的事迹与精神自我激励。

以这些前辈校友为例，讲好文理学院的故事，组织
学生参观保留着张爱萍、魏传统的墨迹和照片的
校史陈列室，有助于培养学生爱校、爱故土、爱国
的情怀，坚定了学生扎根基层，为人民、为家乡奉
献自我的决心。

同样，革命元老王维舟是达州宣汉人，其人生
经历具有传奇色彩。王维舟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
同盟会，是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中国人（１９２０年
加入朝鲜共产党），曾于民国初年在达县中学担任
体育教员，传播革命思想，率军驱逐清廷在达县的
知府，１９２３年在宣汉创建了弘文校共产主义小
组，培育了川东游击军大量的武装骨干力量，领导
了席卷川东、声势浩大的川东游击军起义，在川东
北地区撒下了众多的红色火种，为中国革命解放
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１］讲述王维舟的故事容易
引起学生身临其境的共鸣，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实效性与亲和力。可见讲红色故事引入课堂，

是红色文化教学体系里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

温贤美主编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英烈传》记载
了大量苏区人民不畏牺牲、坚信共产党的故事，这

些故事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革命信念巨大的精
神力量。如《一份土地册》的故事，讲述了１９３５年
初，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地主还乡团反
攻倒算，对参与土地改革的农民进行疯狂的迫害，

巴中县和平乡苏维埃主席龚正随红军离开巴中
时，将和平乡农民分配土地花名册交与其妻龚彭
氏，对其讲到：“这是我们穷人的命根子，是共产党
为人民谋利益的凭证，也关系到分得土地的红军
家属的性命，千万要保管好，不要落到敌人手
里。”［２］卷土重来的还乡团得知土地册在龚彭氏手
中后，对其毒刑吊打，要其交出土地册，龚彭氏宁
死不屈，还乡团最后丧心病狂，惨无人道地用刺刀
在其乳房划成两个“十”字。很明显，这些故事是
苏区人民威武不屈、信念坚定的真实写照，对当代
大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弘扬革命精神具有极强的
说服力。

此外，讲红军廉政故事也能引发学生的思考
与共鸣。如川陕苏区时期的红军经济部郑义斋部
长掌握了整个红四方面军的粮食物资和黄金珠
宝，但他结婚时只是到山上采集了野花、树枝简单
装办了新房，警卫员看到首长衣服破旧，便到军需
科领了一套衬衣衬裤，郑义斋知道后，严厉批评了
警卫员，叫他马上退回去。新婚宴上的伙食为荞
麦面疙瘩，没有动用他掌管的白面与腊肉。同样，

长赤县下两区土改队长冉亮川，为人正派、廉洁奉
公，负责分田、分地时，自己不多分田地，相反把好
地、好田留给别人，打土豪时没收的浮财全部交
公，从不占公家财产一丝一毫。一个恶霸地主为
逃脱土改队对他的清算，用金钱、美女收买他，对
他进行百般诱惑，他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带领群
众没收了地主的财产与土地。

　　四、将互联网与红色文化的融合，充分
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从教学手段上提升
红色文化教学体系的时代感

　　为用好红色资源，传扬红色精神，学校通过互
联网技术激活红色基因，并使之融入学生精神血
脉，从而实现躬耕践行。在现代多媒体技术使用
上，一方面，我校思政课堂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
术，依托系列本土红色影视作品，通过图文、音频、

视频的立体展示，全方位地开展红色文化教育，传
播红色文化精神，发挥其入脑、入耳、入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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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红色记录片《不朽的王坪》催人泪下，感人
至深，组织学生观看、讨论，通过解说和视角冲击，

在继承先烈遗志，弘扬革命传统、献身伟大事业等
方面，发挥了其他教学方式、教学手段不易达到的
效果。王坪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所在
地，是全国爱国主义基地。１９３４年１月红四方面
军解放通江后，在此为反击刘湘“六路围攻”英勇
牺牲的红军战士修建了陵园，陵园的选址、墓碑的
设计，以及碑文的题写均由当时红四方面军巾帼
英雄、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女士亲自完成，陵
园内长眠了一万三千四百余名红军烈士，其中师
团职以上将领４０余人，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红军烈
士陵园。［３］一九八二年四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
向前元帅为陵园题词：“学习革命先烈们的不怕艰
苦困难献身革命的精神，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
化而奋斗”。

又如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国宝档案》介绍了一
幅保存在国家博物馆的，刻在石门上的红军石刻
标语：“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是中
国工农红军“第一联”。《国宝档案》介绍这幅对联
时，讲述了一个娓娓动人的故事，这幅红军石刻对
联刻写在四川省达县梓桐乡一处的石门两侧，为
红３３军李先念部钻石队所刻，其见证了１９３３年

８月入川的红四方面军在达县各地开展宣传工
作，创建红色政权这段红色历史，其内涵丰富，寓
意深远，对于大学生了解红军宣传的形式、内容及
手段具有重要的启示。

而播放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电视剧《远山的红
叶》，更能震撼文理学子，使其灵魂深处受到一次
彻底的洗礼，坚持原则、反腐惩贪，清正廉洁、克己
奉公，关爱群众、扶弱助贫的共产党员就扎根在我
们现实生活之中，离我们并不遥远。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红色文化网站的方式，更
加有系统性、有针对性地扩充展示红色文化知识，

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来丰富红色文化教学手
段。如学校红色网站中有一个重要栏目———红色
巴山，详实介绍了川东北地区４１个爱国主义纪念
馆、战史陈列馆、故居等，其中，广安邓小平故居、

仪陇朱德纪念馆、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通江红
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巴中川陕革命根
据地博物馆暨川陕苏区将帅碑林、通江川陕革命
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苍溪红军渡纪念馆等七个

堂馆，先后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神剑园、刘伯坚纪念馆、王维舟
纪念馆、李家俊川东游击军纪念馆则被四川省命
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些纪念馆了收藏
大量的那一时期的遗物、图片、文献资料等。①睹
物思人、触物兴怀，是人之常情，“从文化人类学的
角度来讲，建构红色堂馆这种特别的公共空间，是
一种以历史的记录与诠释来塑造民族记忆的方
式，它将更有利于民众对红色文化与精神的传承
与发扬”。［４］

　　五、“抓好五个一曲，唱响三步”，多管
齐下，推动红色文化教学体系落地生根

　　在长期的理论探索和教学实践中，我校红色
文化教学体系逐步形成了“抓好五个一，唱响三步
曲”②的教学模式，较好解决了红色文化内容与形
式，目标与手段的统一。

与此同时，学校还按照《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工作的基本要求》的通知精神，实施了
以思想政治理论课 “小班教学”为基础，开发与
“大班授课”紧密衔接的“小班研讨”的教学形式，

充分利用课内学时，配备指导教师组织学生围绕
相关问题展开课堂讨论，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培养他们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实践教学是红色文化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实践教学旨在培养和训练学生知识运用能
力和创新能力，主要实践方式包括实验、实习、社
会实践、公益劳动、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科
学研究等等。为了更好开展实践教学，学校建立
了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如张爱萍故居神
剑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朱德故居等实践教
学基地；开展了一系列特色实践教学活动，如由思
政教师带领学生开展社会变迁调查、州河污染调
查等社会调查活动，带领学生到张爱萍故居、石桥
镇列宁街、王维舟纪念馆等地学习参观。开展第
二课堂是红色文化教学体系的创新之处。开展第
二课堂，将红色文化教育有效融入学生学习生活
的各个层面，使学生在课堂之外继续接受思想政
治教育，不仅让教学活动得到了深化，还有效激发
了学生学习、创作的灵感，产生了可观的思政教育
成果。如我校组织的学生社团“知行合一”研究
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社大力弘扬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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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及公益活动，其中，

中特研究社获得了全国“百佳”社团称号；我校将
红色文化融入艺术创作中，创作了一大批具有红
色文化意义的舞蹈、声乐、美术、摄影和微电影等
原创作品，如舞蹈《魂铸巴山》就是巴山地域文化
与红色文化融合的代表作品，获得了中国大学生
艺术节“荷花奖”。

红色文化教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各方
面的支持。党中央对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视，是发展红色文化教学体系坚实的
理论保障；学校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

鼓励教学模式的创新，协调校内外各方力量，为红
色文化教学体系探索和建设提供了硬件设施及经
费保障；我校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团队凝聚了一
批长期致力于红色历史文化研究与教学的专兼职
教师，为红色文化教学体系提供了充分的人才保
障。

注释：

① 详见达州市委党史研究室２０１４年编撰的内部资料《达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遗址简介》第３２页。

② “抓好五个一，唱响三步曲”。“五个一”指实现红色文化教育的五个基础条件，即 “一批基地、一个学分、一个社团、一

本教材、一个团队、一个帮扶对象；“三部曲”指提高教学实效性的三个阶段，即感性阶段、理性阶段、升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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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The resource of red culture is rich in and around Sichuan Unvi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which is a good material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Three Entrances" of it must transform it into the resource of teaching and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teaching system of it in contents, to introduce red stories into the classroom, to improve the attraction

and affinity of the teaching system of it in teaching methods,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it with internet plus, and to utilize the teaching

means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timeliness of its teaching system.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red culture; thought educati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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