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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史国史是必修课。红色资源承载了厚重的党史国史文化，

凝结了丰富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

今时代背景下，红色资源对大学生具有独特的教育作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从而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创新的文化载体、学习平台和

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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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

直接关系到当代大学生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和法制观的培育与养成，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

素养、政治素养、法律素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想信念等诸多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导向和引领

作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在高校思政

课教育教学创新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注重彰显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又要重视融合和挖掘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尤其是红色资源的时代价值

与现实意义，这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

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

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 惟其

如此，才能逐步涵养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一、红色资源高度契合思政课教育教

学的价值向度

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前

赴后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在国家民族命运

兴亡的重大关口，先辈们凸显的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精神，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和生

动再现，并深深地凝结在我国丰厚的红色资源之

中，成为当代大学生思政课教育教学的重要载体，

同时也是对青年大学生进行党史国史教育的鲜活

教材。正如胡锦涛指出的那样，“全国广大青年一

定要深刻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

奋斗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历程，永远热爱我们的祖

国，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永远热爱我们伟大

的中华民族。”[2]

笔者认为，红色资源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广义的红色资源是指以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

义典范，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涌现出的先

进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历史遗迹、革命旧址

或遗址、纪念馆、博物馆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等）为学习素材，以爱国主义教育、爱党教育和爱

社会主义教育等为核心内容，以培育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为根本目标，对

受教育者所进行的集历史教育、文化熏陶和现实

感悟为一体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载

体。狭义的红色资源主要是指自中国共产党成立

以来的 90 多年里，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

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

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而浴血奋斗，先后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

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高校海权教育研究”（项目编号：DIA140296）阶段成果

2016 年 1 月

第 1 期 总第 258 期
思 想 教 育 研 究

Studies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实践与探索

108



的英雄人物，发生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给后人留

下了宝贵而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财富。
红色资源是连接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脉络，承

载了厚重的党史国史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

“党史国史是必修课”。[3]本文论及的红色资源是指

广义上的，也即是承载了厚重党史国史文化的红

色资源，这在以下几个方面契合了思政课教育教

学的多维价值向度。
一是教育性。红色资源最根本的属性就在于

其特殊的教育性。“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

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

产物。”[4]红色资源承载的鲜活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潜藏着巨大的正能量，书写了我国近现代以来社

会发展的演进轨迹，给后人尤其是青年大学生留

下了非常宝贵的教育资源和精神营养，是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二课堂，更是增强

思政课理想信念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实

效性经典素材。
二是历史性。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在西柏坡

考察调研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

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

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5]

红色资源是一段特别的历史，又是一缕难忘的怀

念，也是一份有益的启迪，更是一箪珍贵的营养。
红色资源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蕴涵着党的优良作风和光荣革命传统，是新时期

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创新的源头活水。
三是文化性。文化隐含着意识形态元素，意识

形态是文化的核心价值。红色资源大多以物质形

态或精神文化而留存，是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宣传我国主流意识形

态的有形或无形载体，也是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优质文化土壤，在思政课教育教学

中以文化人、以史育人，潜移默化地将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内化为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外化为大学生

的自觉行动。
四是实践性。“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

的。”[6]56 高校思政课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教学自始至

终都离不开社会实践。我国红色资源非常丰厚，星

罗棋布，为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提供了宽广的学习

平台。无论是听红色报告、读红色经典、看红色影

视剧，还是唱红色歌曲、走红色旅游线路，都需要

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亲身参与才有可能将这些

革命传统教育、国情党史教育内化于心，并通过教

育客体自身外化为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自觉实

际行动。“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

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

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

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6]55

二、红色资源是思政课理论教学的文化

载体

在高校思政课的理论教学过程中，深入挖掘

红色资源载体的教育教学价值，把教材内容同有

关红色资源有机糅合，摆事实，讲道理，以史明志，

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这样既拓展了思政课的学习

时空范围，活跃了课堂教学氛围，又增进了思政课

教育教学的效果，有效激发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与动力。每一个红色革命故事、每一件红色革命文

物、每一处红色革命遗迹或遗址，都诠释着中华儿

女为了国家兴亡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奉献与勇于

牺牲精神，折射了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坚定信

念、爱国情感和高尚品质。
红色资源是一种优秀的、民族的、传统的文

化，其核心和灵魂就在于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红

色资源承载了无数仁人志士执著追求理想信念而

前赴后继的抗争史，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

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和感天动地的英雄

史，凸显了当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导向，体现了中

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红

色资源所蕴涵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

主义精神已经沉淀并凝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激励和启迪当代大学生沿着先辈足迹奋勇

前进的动力之源。这些鲜活的红色历史文化都是

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不可或缺的有效载体，大学

生可以在与红色资源载体的对话和碰撞中自觉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教学形式更加生动，教

学内容更加丰富，教学效果更加明显。红色资源是

革命先烈与英雄人物用鲜血与汗水在探索民族独

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过程中凝聚而成的，鲜

活感人的事实很容易激发大学生们的青春激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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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抱负，很自然地增强他们民族自尊、自信、自
立、自主等民族主体精神和忧患意识，激发他们振

兴中华的责任感、使命感。[7]

三、红色资源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重要

平台

除了理论教学之外，实践教学一直是我国高

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内容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基本途径。思政课实践教学可以结合高校本身

或周边区域的红色资源，利用寒假、暑假或者节假

日组织大学生考察调研本土地域及周边范围的红

色资源，并与这些红色资源建立长期合作、协同创

新的实践教学基地。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青年

大学生在红色资源实地开展学习、考察和调研，现

场聆听解说员讲述红色革命故事，一起高唱红色

革命歌曲，深情朗诵红色革命诗歌，庄严宣读入团

入党誓词，寓教于乐，耳濡目染，使他们“知党情、
感党恩、跟党走”，思想受到洗礼，更加坚定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红色资源遍布全国各地，是思政课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教育宝库，更是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

的重要平台。丰厚的红色资源蕴含着历久弥新的

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是对青年大学生开

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

法制教育的鲜活教材。高校思政课可以组织大学

生在红色资源实地开展实践教学，搭建红色资源

开发应用平台，协同创新思政课“课堂理论教育教

学———红色资源实地感受体验———理论与实践互

动结合”的良性循环教育教学新范式，多措并举地

提升思政课对当代大学生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

响力，增强思政课教育教学的鲜活性、生动性和实

效性，让大学生在红色资源实地实践教学中真正

“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四、协同创新红色资源开发与思政课

教育教学的有效路径

一是整合红色资源，拓展高校思政课教育教

学内容。红色资源是具有独特教育品质的资源，这

种教育特质将深刻地影响红色资源教育教学全过

程。[8]思政课亟须拓展教育教学形式与内容，有机

融汇红色资源，将红色资源连成线、形成片、结成

网，发挥“整合效应”，形成教育合力。在当今社会

多样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下，努力实现红色历

史文化与当今大学生现实生活的更好对接、红色

资源与思政课的深度融合，最大限度地激活并释

放红色资源的教育潜能。
二是建设高校红色社团，创新高校思政课学

习形式。高校红色社团，也称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

理论社团。这类社团通常以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为主题，在大学生和研究生中自发开展理论和时

事政治的学习、宣传、培训、竞赛，或开展红色旅

游、参观、调研等社会实践活动。 [9]红色社团作为

高校青年组织，是培养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道德

情操和法制观念的重要渠道，是高校思政课教育

教学创新的第二课堂，在大学生群体中发挥了积

极的政治导航和思想引领作用。近几年来，我国高

校红色社团发展迅速，尤其是党中央实施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和团中央实施的“青年

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有效地促进了高校“红

色社团”的蓬勃开展。
三是彰显红色主题校园文化，营造高校思政

课学习氛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5]在教育部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精神指导

下，高校可以结合党史国史，在学报、校报以及宣传

栏、文化长廊等校园舆论阵地开辟红色历史文化学

习、宣传“专窗”，强化党史国史知识的学习，营造积

极向上的红色主题校园文化环境和思政课教育教

学的良好氛围，以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党
史国史等红色主题的历史文化熏陶为目的，进行

润物细无声、春风化雨般的教育，以增强大学生的

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使他们明德立志，成长

成才。
第四，创设高校红色资源网，延伸高校思政课

学习时空范围。在信息化和网络化大潮下，大学生

宿舍有网络、人人有手机。信息网络是一把“双刃

剑”，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协同创新思政课教育教学的新课堂和新

机遇。网络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只有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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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技术为载体的先进文化，才能与西方的网络文化

和意识形态相抗衡，传播我们的先进文化，巩固我们的

意识形态，在全球软实力的较量中掌握主动权。[10]以网

络、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是大学生学习知识、获取

信息、交流互动的日常生活工具。新媒体与红色资源

开发、思政课教育教学三者有机结合，不但具有信

息容量丰富性、时空联络及时性、交流即时互动性、
操作简单便捷性等优势，而且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

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和时效性，从而成为思

政课教育教学创新的有效路径选择。
在我国近现代及至当代，无论是 19 世纪 30

年代末发生的虎门销烟、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

改革开放，还是清末民初产生的民主思想、戊戌变

法、洋务运动和黄花岗起义，乃至后来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每一个时期都涌现

出过一大批影响我国历史发展的著名人物，发生

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著名人

物站在历史前进浪潮的风口浪尖，直面世界、顺应

潮流，把中华民族精神沉淀在祖国大地。这些历史

事件或以历史遗址、遗迹、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等

物质形态留存，或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精

神和民族精神等文化形态传承。“数千年来，中华

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

道路。我们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

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11]

正是这些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使

中华大地成为一块具有悠久革命历史和光荣革命

传统的红色土地，给后人留下了非常丰富而又宝

贵的红色资源。这些红色资源数量多、分布广、类
型全，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传世之宝，高

度契合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向度，理

应而且必须是我国高校思政课传承与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正能量、唱响主

旋律的重要内容和鲜活教材。同时，红色资源融入

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协同创新发展，对于新形势

下做好我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牢牢掌握当代大

学生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和主动权，无疑都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青年大学生在红色

资源与思政课相互交融的学习语境中深刻理解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

择，真切感受祖国好、社会主义好和改革开放好，

既滋养了心灵、净化了心境，又洗涤了灵魂、升华

了思想，从而自觉产生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自豪

感和责任感，从大学生活开始就立志、养德，朝着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方向全面发展

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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