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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红色文化资源得天独厚。胡锦涛总书记

在江西考察时指出，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结合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让

井冈山精神大力发扬，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使

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放射出新的光芒。红色资源

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我们一定要把红色

资源品牌做好；红色文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内容，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途径和优势特色。

一、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中的重要价值

1. 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本源性优质

资源。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刻思想内涵和先进文化

价值，折射着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思
想作风和优良品质，彰显出中国革命理论的先进

性。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人民军队、领导人民军队和

革命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

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坚持党的先进

性教育，始终坚持“为人民得解放”、“为人民谋幸

福”的宗旨，始终实践着“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新

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使命。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

人在革命斗争中所呈现出的理想信念、政治立场、
价值追求、精神品质与思想作风，与当代思想政治

教育的基本内容同宗同根，又与时俱进，既体现其

优质性，又突显出教育的本源性。因此，红色文化

资源的特质能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优质资

源和本源性的思想理论支撑。
2. 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天然正确的

价值观导向。价值观与利益观有着“天然”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 80 多年的历程反复证明，我们党奋斗

所争取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都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

追求。从红色文化资源彰显出的价值观来认识，它

再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实

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及其伟大实践，

这种价值观与实践观科学地把党的利益、人民利

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统一到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

大斗争中。红色文化资源中所呈现出的忠诚于党、
忠于革命首先就是要以党的利益和革命利益为

重，忠于人民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报效

国家、献身革命就要坚持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坚持

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前途命运高度统一。革命战

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和利益观，与

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的价值及实现

——以江西省高校红色文化教育进校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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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价值，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提供了本源性优质资源和优秀文化根基，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积极研究和开发红色文化

资源，运用红色文化资源成果，推进其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进实践，不断增强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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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观、利益观教育，在内涵

上形成了天然的“联姻”，并为其提供了正确的价

值观导向。
3. 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优秀文化根

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充分体现出先进文化的支

撑性与根基性。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又必然体现

出优秀的革命文化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和改革开

放的时代特征相统一。红色革命文化承载着中国

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和制度实践，承载着革命军

人和革命群众听党指挥、匡正勇胜、勇往直前、艰
苦奋斗、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承载着他们英勇牺

牲、献身使命的革命气节。这种优秀革命文化的先

进性，既被红色革命历史所印证，又被中国革命胜

利的实践所检验，还被时代所认同和接纳。它的内

涵特质、历史地位、精神价值，与当代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基本内涵本源上达到了有机统一，因

而在客观上、本质上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奠定

了优秀文化根基。
4. 增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说

服力。红色文化资源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一

种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是人们超越时空感悟红

色历史的客观载体。每一件珍贵文物、每一处革命

遗址、每一个革命事件、每一位革命先辈、每一种

革命精神，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展示着中国共产

党人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都以不容置疑的史实

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热爱祖国、依靠群众、无私奉

献、艰苦奋斗的思想道德境界，诠释着人民军队和

革命前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爱国奉献

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可以说，关于人生观、价值观、
利益观和道德观等方面的教育，都可以在红色文

化资源中找到真实的、有说服力的教育素材。实施

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成果，开展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其优势就在于它不是空洞

的说教，而是通过与红色革命历史事实进行对话，

让大学生在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信服的事实面前亲

自去感知和体验，从而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吸

引力和说服力。

二、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开发

红色文化资源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高

校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是贯彻落实中央 16 号文件

的重要举措。这就需要积极研究、开发红色文化资

源成果，并转化为适时性的教育教学资源，推进其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1.建立研发基地，切实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研

究与开发。江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非常重视

红色文化资源的研发和利用，引导和组织高等学

校结合校情实际和区位特点，重点开展本土红色

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开发。各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研部门及相关专门研究机构在红色文化资源

的挖掘、整合、开发、研究中起到了骨干作用。省委

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还专门批准南昌航空大学江

西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中心、江
西师范大学江西省红色资源开发与教育研究中

心、南昌大学江西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井冈山大学井冈山精神研究中心、赣南师范学院

中央苏区研究中心等，为全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给予重点扶持，重点建设，并将前三个

“研究中心”确定为全省高校德育研究基地。这就

为高校红色文化教育进校园搭建了比较坚实的学

科平台。这些基地平台，按照“教学出题目、基地做

文章、成果进课堂”的要求，大力开展红色文化资

源的研发工作，为本校乃至全省高校红色文化教

育进校园提供了研究成果，设计了校本课程，积累

了实践经验；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革命

传统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丰富和发展了革命

传统教育的理论宝库；为红色文化教育进校园提

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持。
在具体研究开发工作中，各高校根据自己的

地理区位和校情实际，形成了各具特色了研发线

路、研发重点和研发成果。如南昌航空大学把航空

国防教育与红色文化教育结合起来，从近代中国

国防史和航空发展史的角度，发挥其作为全省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中心的优势，加强红色文

化资源的研发，深化红色文化教育的研究。江西师

范大学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特色研究方向的

建设，重点开展江西区域红色文化资源的整体性

研究，井冈山大学集中以井冈山精神的开发利用

为主攻方向，赣南师范学院围绕中央苏区史及苏

区精神研究做文章，上饶师范学院把方志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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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弘扬和传播作为特色，等等。
2.加强高校与社会的合作，推进红色文化资源

的研发向深度发展。一是联合开发，即高校联合宣

传部门、文化部门、社科研究部门、企业、学术团体

等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和推动红色文化资源

的开发与研究。二是整体统筹开发，通盘考虑、统
筹兼顾全省各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紧紧围

绕红色文化资源的实质，按照其教育价值实现的

要求，将其整合和“再生”成优良革命传统和时代

精神有机统一的教育资源。三是立体动态开发，坚

持保护、整合、挖掘、抢救一体化的开发新思路，努

力形成动态性的红色文化资源成果。

三、红色文化教育进教材、进课堂

把红色文化教育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内容，积极推进红色文化教育校园、进教材、
进课堂，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是实现

红色文化资源教育价值的重要途径。
1.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贯彻落实红色文

化文化教育进课堂。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各

门必修课中，与课程教育教学内容有机结合，贯穿

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容。如在《概论》课教学中，贯通

红色革命理论与党的先进性理论、红色革命道路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机结合的教育教学，

揭示其渊源关系，“再生”其本源性的思想理论教育

价值和适时性的教育教学内容。在《基础》课教学

中，贯通红色革命文化和红色革命精神的教学内

涵，贯通红色文化与先进文化、红色革命精神与改

革开放时代精神的一脉相承性与发展性，彰显其

教育教学资源优质特色性和真实性。在《纲要》课

教学中，把革命历史与红色文化教育内容体系相

接轨和融通，“再生”出红色历史教育教学的价值和

育人价值。在《原理》课教学中，强调人民群众在历

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群众路

线、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突显

红色文化教育历史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在具

体教育教学实施过程中，结合各门课程的教学特

点和时代要求，保证每学期开设好 2 至 3 个红色

文化教育专题，尤其在新生中重点安排红色文化

教育专题，将红色文化教育渗透到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育教学中。
2. 开发并开设具有地方红色文化教育特色的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江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

组织三个“高校德育研究基地”，研究开发《红色江

西》等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并编写了《红色江西：

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魅力江西：江西省情教育》
等系列特色教材。与此同时，各高校开发、实施各具

特色的校本课程，如南昌航空大学积极推进“大思

政”教育教学改革，开设了《江西红色文化教育》、
《时政与国情省情教育》、《航空国防教育》等课程；

江西师范大学将“大学生红色文化资源教育课程开

发研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组织专门力

量开发相关教育课程；井冈山大学开发的《井冈山

精神教育》课程和教材，具有地方特色，该校多年来

一直开设这门课程，受到学生的欢迎。这些课程的

教育教学均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充分发挥了课堂教

学在红色文化教育进校园中的主渠道作用。
3.在相应的博士点、硕士点中开设红色文化教

育研究方向及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反映了红色

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成果运用的深化，提升了红

色文化教育进校园、进课堂的学科和理论品位。在

江西省各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博士、硕士点，文艺学博士、硕士点，中共党

史、伦理学、音乐学等硕士点中，开设了“红色文化

优势创新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井冈山文

化研究”、“苏区史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井

冈山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创新与当代发展研究”等
研究方向，并开设“井冈山文化专题研究”、“中央

苏区史专题研究”、“井冈山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创

新与当代发展专题研究”、“红色资源开发与教育

专题研究”、“苏区文艺思想专题研究”、“井冈山音

乐文化专题研究”等红色文化研究类课程。这些研

究方向和课程的开设，不仅使红色文化教育扩大

了范围、深化了内容、丰富了形式，而且提升了红

色文化教育的理念。
红色文化教育进课堂，关键在教师。江西省各

高校通过完善教学计划，加强教学管理，切实提高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红色文化教育进校园、进
课堂工作的认识，增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运用红

色文化资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健全相应的制

度对教师的实施运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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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红色文化教育进课堂的工作落到实处。同时，

围绕红色文化资源进课堂开展教师培训，提升其

特色教育教学的水平。

四、红色文化教育的社会实践

为了延伸课堂教学，应当重视开辟红色文化

教育的第二课堂，强化红色文化教育的社会实践

活动。
1.营造浓郁的红色文化教育氛围。一是通过校

报、广播、网络、宣传橱窗、红色文化资源图片流动

展览等，大力宣传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二是

邀请老战士、老干部、老专家、老模范、老教师作革

命传统报告、讲革命传统故事。三是加强同有关媒

体的合作，开辟红色文化教育进校园的新渠道，如

高校与电视台合作，策划和实施红色音乐进校园。
四是利用重大红色历史事件纪念日，开展相应的

活动，如 2005 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2006
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2007 年纪念南昌起

义 80 周年、人民军队建军 80 周年、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创建 80 周年，各校都进行了重点宣传，开展

了歌吟比赛、演讲比赛、知识竞赛、论文竞赛等活

动；许多学校还举办了全国性或全省性学术会议，

既促进了红色文化教育的学术研究与成果运用的

交流、合作，又通过会议期间与会专家的精彩学术

报告会等活动推进了红色文化教育的热潮。
2.开发和利用网络资源、展览等，丰富红色文

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重视红色文化资源成果在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构建红色文化教育

网络平台，是推进红色文化教育，实现红色文化资

源教育价值的重要载体。如“红色省情教育”网站，

展示了江西省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

“红色资源教育基地”网站，集中反映了全省红色

文化资源开发与教育的成果。同时，还开发了“井

冈山精神展览”，“红色文化资源图片展览”等。所

有这些网站和展览，吸引了广大学生，成为对青年

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平台和基地，成为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基地、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实践基地。
3.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设和利用好红色文化

教育实践基地。各校结合自身的区位优势和特点，

与南昌、井冈山、瑞金、上饶、萍乡等地方的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开展共建活动，建立若干相对稳定的

社会实践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参观瞻仰，开展

社会实践，使红色文化教育的社会实践常规化。如

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要求，南昌的高校

每年组织学生参观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朱德军

官教导团旧址、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新四军纪

念馆、方志敏烈士墓、小平小道等，等等。结合参观

内容，要求学生写出观后感和心得体会，一些高校

还以“弘扬革命传统，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主

题，开展学生论文竞赛活动。
4.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在全省乃至全国更大

的范围内接受红色文化教育。一些高校组织“学生

党员革命精神学习宣讲团”等，利用暑假赴井冈

山、瑞金、兴国、延安、西柏坡等地参观学习，亲身

体念革命精神的深刻内涵和伟大意义，并在学习

回校后，组织巡回报告会，以生动的语言，切身的

体会，感染和激励广大青年学生。
5.组织社会服务活动，促进大学生红色文化教

育的社会践行，增强红色文化教育的实践性和实

效性。各高校每年都要组织大学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奔赴革命老区，学习革命传

统，服务老区人民。把青年学生的献爱心活动、知
识应用、扶贫帮困有机统一起来。如一些师范院校

结合学生教育专业的特点，实施“红土地支教”顶
岗实习工程，这既是本科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内

容，又使学生在服务革命老区的实践中得到锻炼

和提高。这些活动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红色文化

教育由感知上升到认知，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灌

输”进入到学生的头脑；有利于达到教育目的，实现

教育目标，增强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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