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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优秀品质,传承红色基因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

责与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大学生的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红色

基因重要意义的论述,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向.高校在融入红色基因的实践中,要

抓住主渠道、主阵地、网络新阵地和实践主动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人力支持.
关键词:红色基因;高校思政课;融入历程;现实启示

　　杨丽:河南工业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所形

成的精神谱系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撑和

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制

胜法宝.传承红色基因,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

(一)文化价值:坚定学生文化自信,凝聚高校文

化之魂

“文化自信是最基础、最广泛、最深厚的自信.”红
色基因是增强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的“营养剂”.传

承红色基因是一种教育过程,“是将人类已经发展起

来的先进文化成果转化为个体内在本质力量、促进人

的精神生活全面发展的过程”.将红色基因融入高校

思政课教学,提高大学生思想认识水平,为大学生提

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让红色基因成为大学生思想之

魂、精神支柱,进而凝聚起高校文化之魂.
(二)道德价值:筑牢学生理想信念,补足学生精

神之“钙”
习近平认为,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

钙”,就会得“软骨病”.红色基因再现了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历程中的精神风貌,利用红色基因的政治价值

和文化价值,把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将红

色基因中具有理想信念的题材输入和渗透到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引导大学生筑牢信仰之基,防止

精神上“缺钙”和得“软骨病”,引导大学生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让红

色基因为大学生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成为大学生的

精神支柱和思想之魂.
(三)时代价值:引导学生正确价值导向,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红色基因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百年不忘初心,带领

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努力奋

斗,始终将国家利益、党的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

紧密结合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怀和

崇高价值追求.因此,要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

代传下去,用红色基因强基固本、擦亮大学生精神底

色,用红色基因的强大感召力凝聚共识、引领大学生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四)斗争价值:培养学生底线思维,提高意识形

态斗争能力

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一些西方大国利用

文化领域中的“转基因”进行颜色革命,企图争夺意识

形态领域的“制脑权”,不断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

透,造成部分大学生红色信仰“扭曲”和红色基因“变
异”,影响了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同,削弱了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因此,高校必须坚守好意识形态主阵

地,巩固好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提高大学生

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能力和底线思维,大力推进红色基

因融入高校思政课进程,提高大学生鉴别意识形态风

险能力,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建党百年来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课范式演

进历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起始探索

自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

思想政治教育,开始探索如何将党史等历史课程融入

在根据地创办的大学的课程建设中去,引导学生学习

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

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

学、延安大学等,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在办学宗旨上,始终坚持党的纲领,以马克思主义真

理培养学生的革命情怀.在课程设置上,一般都开设

有社会发展史、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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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史、中国近现代史、西洋近代史、世界革命运动史

等共同课程,重视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帮助学生总结历史经验,引导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政

治立场.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局地执政时,在根据地进行红

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首次尝试,为新

中国成立后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课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创新探索

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宣传党的各项大

政方针,传播马列主义正确思想,在全国进行了红色

基因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全新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

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９年开始探

索在全国各高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１９５３年改为中

国革命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

简史)、政治经济学等思政课程.１９５３年,增加马列

主义基础课程.１９５８年后,各高校开始增开社会主

义教育这门课,取代原来高校所开设的苏共党史和中

国革命史.于是,中共党史、社会主义、哲学和政治经

济学成为高校开设的四门主要思政课.１９６１年后,
教育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主要学习毛泽东同志

的政治学说)、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时事政策

报告和讨论等五门课程调整为高校思政必修课.

１９７１年,部分高校复课后,思政课主要以讲解毛泽东

语录、毛泽东著作及«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四

本马列著作为主.
这一时期,全国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开设政治

理论课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武装青年,强调将青年一代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

业接班人,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课在曲折中前进.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

全面推进

自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大召

开,这一时期是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课全面推进的

时期.

１９７７年,全国各高校恢复正常招生.为加强与

改进高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邓小平指出:“学校应该

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同年,教育

部发文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各类高等学校的必修

课,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党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这三门课遂成为高校思政课必修课程.
尤其是中共党史这门课,目的是要“大力加强革命理

想教育,要使学生懂得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本

色,必须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传统,大力弘扬艰苦奋斗

的创业精神”.于是,全国各高校陆续恢复马克思主

义理论课程,高校思政课得以恢复和重建.１９８２年,
各高校统一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至此,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两课”(即马列基础课和思想品德课)
格局基本形成.１９８５年,党中央要求各高校进行以

中国革命为中心的历史教育.“要懂得些中国历史,
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各高校将中国共产

党党史这门思政课回归为中国革命史,更加强调了对

历史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总结.于是,马克思主义原

理、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世界政治经济和

国际关系成为高校思政必修课(即“８５方案”),正式

拉开了高校思想理论教育改革的序幕,红色基因融入

高校思政课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进行.从１９９８年

起,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取代中国革命

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两门课程,成为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必修课.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更

侧重从理论上讲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

２００５年,教育部进行了新一轮全国高校思政课程改

革,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取代了原中国革命史和

改革开放史,旨在让大学生认识和把握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２００８年,教育部

决定新开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这三门课加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为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必修课,而形势与政策为选修课.这种“４
 １”课程体系一直沿用至今.

总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全面展开,红色基因进高校课程

全面深入,红色基因教育引导得到进一步重视与彰显.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守正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加重视对大学

生进行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将红色基因全面融入高校

思政课建设,不断扩大融入的结合度与融合度.
早在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学习党史,

传承红色基因.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下发文件,从战略

任务、阵地管理等七个方面,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２０１８年,教育

部对高校五门思政课学分进行了调整,增加了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的学分和学时,体现了在新时代环境下,
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党中央对历史教育在高校思政课程体系中重要

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２０１９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各大高校开设系列选择性必修课程,以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系统开展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文件提出,各高校要开设“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课程,作为强化理想信念

教育和党性教育的重要方式,不断调整创新思政课体

系.２０２０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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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教育部会同其他

七部门联合印发文件,正式启动“四史”大学生读本编

写工作,于２０２１年春季学期全面投入使用,旨在引导

大学生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帮助大学生

总结历史经验、汲取智慧和力量、培养历史认同、打好

中国底色、增强使命担当、提高政治站位、坚定初心使

命,一代代传承好红色基因,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三、建党百年来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范

式嬗变逻辑

(一)根本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红色基因融入

高校思政课的领导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

乱、四分五裂,这是早已被历史所证明的.党的集中

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党和国家的根本领

导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

择,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红

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课一百年来的发展轨迹,充分证

明伟大的事业必须由坚强的党来领导.坚持党的领

导有其重要性和正确性,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红

色基因融入思政课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了高校思政课沿着正确

的政治方向前进.一百年来,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

课取得了良好效果,正是因为党和国家对思政课建设

给予了高度关注;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下,高校不断汲取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上红色文化

和革命精神的精华,不断探索如何将红色基因融入高

校思政课程之中.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

领导是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政治保证、重要动

力和不竭源泉.
(二)理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具有无与伦比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是共

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自中

国共产党成立,她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红色基因作为一种革命精神传承,始终贯穿着马

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一百年来,红色基因在融入高校

思政课实践历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取得的丰硕成

效,正是在党领导下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引领

的结果.新时代,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

论体系转化为思政课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高校思想

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者要在理论层面上高度重视,将
马克思主义与新时期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点相

结合,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相结合;在实践层

面,教师群体要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

义理想信念,深刻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将其应用于新时期的实践,观察、分析和解

决问题,坚定对主流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

念,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

信.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主阵地”优势,形成马

克思主义理论长效研究机制,组建专门性高校思想工

作宣传队伍.
(三)动力支撑:紧密结合社会发展特点和时代特

征改革创新

不日新者必日退.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

不竭动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

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

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
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演进历程,是一部理

论联系实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诞生１００年来的高

校思政课建设便是紧密结合社会发展特点和时代特

征不断改革创新的过程,始终把创新作为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活力之源.从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课的

课程建设来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设的社会发

展史等思政课程,到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５２方案”
“６１方案”“８５方案”“９８方案”“０５方案”,高校思政课

课程体系紧跟时代步伐,紧密结合大学生成长规律和

身心特点,不断进行创新,适时进行调整和变化.这

彰显了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课程经历了从单一到

多元、从频繁变动到稳定发展的特征.同时,红色基

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在不断向科学化、规范

化和立体化方向发展,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课朝着

更加具有高度、广度、深度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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