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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工作机制

增强河北省高校红色教育实效性

胡利敏，　王俊奇

（石家庄学院 马列部，河北石家庄　０５００３５）

　　摘　要：河北省红色资源体系完整，意义重大，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真实见

证，为河北省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红色教育、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提供了资源优势。但

是从实际操作来看，河北省高校在红色教育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会影响到实际的教育效果，
因此，应该通过不断优化工作机制，加强实践主体参与来提高红色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红色资源；实践主体；工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Ｇ４１４　　　文献标识码：Ａ

　　一、河北省高校红色教育的资源优势

高校进行红色教育是指高校作为教育主体利

用红色资源，对受教育者进行的以爱国主义为主

的思想政治教育。红色资源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前创

造和形成的，可以为今天开发利用，且必须经过转

化才能够彰显出其当代价值的革命精神及其载体

的总和。［１］红色资源可分为物质的红色资 源 和 非

物质的红色资源，前者主要包括革命文物、烈士陵

园、纪念馆、遗址等；后者主要包括革命传统、革命

事迹、革命精神，以及健在的革命人物等等。河北

省是红色资源大省，其红色资源状况对于高校进

行红色教育具有巨大优势：
其一，数量多，类型 全，体 系 完 整。河 北 省 物

质性红色资源共有１３３处，按照传统分类，建党建

军类有２处，土 地 革 命 类 有２处，抗 日 战 争 类 有

４０处，解放战争 类 有１８处，统 一 战 线 类 有３处，
革命家类１０处，革命烈士类有５８类。数量众多、
类型齐全（除长征类）构成近乎完整的红色资源体

系，这一特点为河北省高校能够进行全面、系统的

红色教育提供了基础。

其二，经典多，分布 广，意 义 重 大。在 全 国 规

划的１２个大型红色资源中，河北省有两处；全国

１００个经典红色资源中，河北有８处；全国１００条

精品红色资源旅游线路中，河北有５条；同时，国

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有１１处，省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有３８处。［２］总 量 分 布 上 涉 及 全 省１１
个区市、５０多 个 县，河 北 省 高 校 所 在 地 及 周 边 都

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为高校红色教育的开展提供

了时间和空间的便利条件。其中有平山县西柏坡

作为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有保定冉庄地道战作为开展游击战争在平原地带

克敌制胜的伟大创举，有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

的故居纪念馆，有著名烈士董存瑞的纪念馆等等，
这些红色资源在全国红色资源体系中意义重大，
有利于河北省高校红色教育品质层次的提高。

总之，河北省红色资源浓缩了中国共 产 党 艰

难曲折的奋斗历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

的伟大历史，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红色教育、弘扬

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课堂。目前，河

北省部分高校在红色教育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积

累了一些经验，而在工作机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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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利于红色教育取得更好的实际效果。

二、河 北 省 高 校 红 色 教 育 工 作 机 制 中

的突出问题

（一）重理论，轻实践

河北省高校红色教育中一个普遍现象是注重

大量课堂理论教学的传授与灌输，而缺乏学生主

体有效参与的广泛实践。因为我国教育制度的特

点，许多大学生对表层性的理论知识已经比较熟

悉和了解，重复的理论灌输已经很难引起他们的

兴趣，甚至会造成思想抵触和逆反的消极后果，他
们熟知“结论”，但对“结论”的由来缺乏探究，他们

习惯“教化”，但 对“教 化”的 意 义 缺 乏 亲 身 体 验。
只有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吸引其进行深入的

社会实践活动，通过深入实地地调查研究使其获

得切身感受，大学生才能真正接受“结论”并坚信

不疑，才能在信念的指引下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二）重少数，轻多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全体大学 生，应 做

到“一个也不能少”，但河北省高校在红色教育中

仍然存在“重少数，轻多数”的现象：学生干部、入

党积极分子等少数学生拥有较多的学习、参观、体
验红色文化的机会，而多数学生在大学教育期间

甚至没有一次接受红色教育的机会。这恐怕不仅

仅是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而是由教育理念偏差

及教育方式单一所导致的。如何避免思想政治教

育领域内的“马太效应”，如何利用红色资源针对

不同类型的学生“因材施教”，是必须要深入思考

的问题。

（三）重“节日”，轻“常态”

从当前河北省高校利用红色资源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的情况来看，多数学校重视利用重要的“节
日”，如“五·四”、“七·一”、“十·一”等，组织学

生参观游览红色资源或举办短期的、主题性的教

育活动，而忽视了常态化教育潜移默化的红色熏

陶，忽视了红色精神的有形与无形的凝聚。节日

活动是红色资源教育的重要内容，节日的氛围可

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影响力，而常态化

的红色熏陶才是红色资源教育的核心内容，是红

色资源教育中最持久、最有教育力量的因素，是培

育大学生良好思想和行为的土壤，是红色文化赖

以生存和发扬的支柱。如果仅仅把红色教育停留

在节日期间的偶然性“表演”，无疑也是把红色教

育流于表面化、形式化，是对红色教育的矮化。而

将红色教育融于日常教学和校园文化建设中，则

会使红色文化逐渐成为高校师生的精神源泉，如

同春风化雨，于无声之中取得有声的效果。

（四）重“物质”，轻“精神”

重视红色资源的物化形式而轻视红色资源的

精神层面，是河北省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由于革命遗址、博

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物化形态的红

色资源是显性的、现成的，操作上简便易行，通常

一些高校会利用重要的节日和纪念日组织带领学

生参观游览。而相比之下，精神性红色资源的研

究挖掘远远不够，高校与红色资源所在地相关机

构缺乏深度的研究合作，高校的教师和学生往往

停留在对红色资源认知的“熟知”层面，难以上升

到“真知”的高度。

（五）重表层，轻深化

河北省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通常注重利用物

化形态的红色资源，但热热闹闹的参观游览往往

缺乏活动前期相关背景资料的介绍，活动过程中

缺乏深入的讲解、阐释和理论升华，活动结束后缺

乏有效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这样大多数学生只

是睹“物”而没有思“想”，感性认识丰富而理性认

知不足，一些学生甚至抱着游玩的心态从根本上

游离于思想政治教育之外。这样，表面上在接受

红色教育，但实际上学生很难真正体悟到红色资

源内在的精神价值。学生虽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体，但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学生往往只

是被动的参加与接受，其主动性、主体性难以得到

有效地发挥，更难以达到将灌输教育转化为学生

自我教育的良好的、长期的教育效果。

三、加强实践主体参与，优化红色教育

的工作机制

加强红色教育、提高红色教育实效性 的 关 键

在于使红色资源、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形成相

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效机制。针对以上问题，应
通过优化 工 作 机 制 来 加 强 大 学 生 实 践 主 体 的 参

与，从而提升红色教育的实效性。

（一）建立“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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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结合机制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施主体和教育方式的多

样化，建立 利 用 红 色 资 源 对 大 学 生 进 行“精 英 教

育”和“大众教育”的有效结合机制。具体而言：

其一，高校中团委、宣传、组织 等 部 门 作 为 实

施主体，组织学生干部、学生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

等少数学生进行集中、专门的红色教育活动。
其二，高校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门 作 为

重要的实施主体，通过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和实践

教学的方 式 针 对 广 大 学 生 进 行 普 遍 性 的 红 色 教

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学生的必修课，是对

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通过课堂教

学进行的红色教育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可以通过

灵活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其

中接受教育。

其三，以上各类实施主体相互协调合作，通过

高质量的红色网络媒体对所有学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网络空间应该成为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河北省高校建立红色网站在

内容上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为广大学生

提供的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料，包括红色资源库（重
点介绍河北省的精品类红色资源以及各地区、各

县市所具有的红色资源）、红色作品库（红色名著

佳作等文字类资料）、红色人物库（革命战争年代

河北省的英雄人物及其英雄事迹）、红色视频资料

库（红色经典影视、口述历史等资料）以及与河北

省及各地的红色旅游网站的链接等等；第二部分

是为广大学生建立参与、交流、互动的平台，包括

为教师和学生个体自发组织红色旅游提供平台、
为教师和学生发表红色旅游游记、感想和图片欣

赏等提供平台，等等。通过建立资料丰富、内容全

面、思想深刻的高质量、高水准的红色网络阵地吸

引广大大学生成为红色教育的接受者，甚至成为

红色教育的传播者。

（二）建立“常 规 教 育”与“主 题 教 育”、
“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实施机制

“常规教育”方式是指上述各类教育实施主体

利用红色资源对大学生进行常规性的思想政治教

育。其一，学校团委、宣传、组织部门、各系部党组

织针对学生干部、学生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等进

行的红色教育活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针对所

有在校生进行的普遍性红色教育，以及上文所提

到的“红色网络媒体”的日常隐性教育；其二，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实施主体与有关部门协调，使用大

型的多媒体教室、礼堂、广场等公共场所，定期播

放有关“三个历史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
社会主义”的经典红色影视。可以进行分类播放，
如历史脉络类：《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建党伟

业》、《走出西柏坡》、《建国大业》等；人物类：《孙中

山》、《李 大 钊》、《毛 泽 东》、《周 恩 来》、《刘 少 奇》、
《朱德》、《邓小平》等；战役类：《血战台儿庄》、《巍

巍昆仑》、《延河岁月》、《辽沈战役》、《平津战役》、
《淮海战役》等。

“主题教育”方式是指在重大节日、纪念日，如
国庆节、建党、建军纪念日、革命人物纪念日等，各
类实施主体组织学生及学生团体开展主题教育活

动。教育活动的形式可以根据活动内容多样化，
如升国旗唱国歌等大型的庄严肃穆的仪式可以感

染、触动受教育者的心灵，其他如诗歌朗诵、演讲、
歌舞比赛、情景剧目等生动多样、具有时代气息的

形式 更 容 易 吸 引、打 动 学 生，收 到 良 好 的 教 育 效

果。
“走出去”是指各类教育实施主体带领大学生

走出校园就近到红色资源所在地进行社会实践的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参观游览、调查研究、访问、
志愿服务、文艺演出等等。

“请进来”是指将物质形式的红色资源和非物

质形式的红色资源请进校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

活动，如本地高校可以举办外地的红色资源展览，
河北省的高校可以和井冈山红色资源管理机构进

行合作，将井冈山的红色资源通过图片展览等形

式请进河北省的高校。这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

可以突破交通和时间的障碍，减少学生安全的顾

虑，克 服 本 地 红 色 资 源 的 局 限；可 以 请 一 些 老 党

员、老干部包括典型的著名人物和默默无闻的平

凡人物到校内举行讲座、座谈会，和大学生进行面

对面的直接交流互动，其作为历史的亲历者讲述

的革命历史和感受，更能使现时代大学生感受到

鲜活的、真实的革命历史，从而增加对历史的理解

和尊重，受到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

（三）建立红色资源“物质”和“精神”两

个层面教育的有效深化机制

其一，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对 大 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改革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方式，根据本地红色资源的特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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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课堂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例

如，河北省省会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

可以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课程教学中，利用西柏坡红色资源———这

一真实的历史见证与记录，增强大学生对毛泽东

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意义的深刻

理解。在对西柏坡红色资源的现场实践教学过程

中，教师深入研究、设计实践教学主题，在活动前

期进行相关背景资料的介绍，活动过程中进行深

入地讲解、阐释和理论升华，活动结束后师生在当

地及时进行总结和深刻地反思。这样将参观考察

与课程内容密切结合，将物化的历史记录与精神

的理论升华有机统一，将感性认知与理性思考有

机统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其他各地高

校也可以根据本地的红色资源特点，例如唐山、保
定等地的高校可以利用李大钊纪念馆、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等经典资源，设计与思想政治理论有关

课程密切相关的实践教学主题，进行现场的实践

教学活动。
其二，建立红色资源研发中心，加强精神性红

色资源的深入挖掘。精神性红色资源的深入研究

与挖掘为光辉思想的传承提供生命力，并且红色

精神在研究和挖掘过程中得以传承。河北省各地

的高校应该根据本地的红色资源特色，与红色资

源的管理部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开展具有本

土特色的红色资源的研究与挖掘。河北省省会高

校可与西柏坡纪念馆合作成立诸如“西柏坡文化

研究中心”之类的合作机构，这种合作机制可以充

分发挥大学的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学研究和文

化传承创新的优势，深入挖掘西柏坡独特的红色

文化资源，不仅促进红色文化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为石家庄市“大西柏坡”建设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而且也为大学师生深入接受红色思想政治教育和

红色精神的传承创新提供了新的途径。
其三，在利用红色资源进行大学生思 想 政 治

教育的活动中，根据具体的实践内容，吸纳各种形

式的志愿者参与到红色教育活动中。例如，某高

校成立了“薪火相传·红色西柏坡志愿讲解团”，
经过培训的志愿讲解员为本校参加西柏坡实践教

学活动的大学生进行义务讲解，他们既是教育的

接受者，也成为教育的实施者。在其后近千份的

信息反馈调查表中，担任义务讲解员的学生认为

自己对革命精神有了更深的了解和理解，受到了

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义务讲解过程也是敢

于挑战、乐于奉献等革命精神的具体实践。而其

他同学则表示对于自己同学的讲解注意力更加集

中，对于讲解的内容印象更加深刻，不仅受到了良

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且也是互相支持、团结合作

的团队精神的真正实践。某高校进行的“西柏坡

红色事迹追忆”的课题研究，教师带领来自各院系

各专业的３０多名学生志愿者，历时２０多天，深入

平山县各乡镇、村进行红色事迹的搜集活动。这

些同学均表示受到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生

和社会责任有了更多的思考。

（四）建立高校红色教育与当地红色文

化产业发展互相促进的有效合作机制

通过特色 专 业 与 红 色 资 源 开 发 相 结 合 的 方

式，建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当地红色文化产业

发展互相促进的有效合作机制。
大力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是河北省红色资源实

现其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的迫切需要，河北省高

校应该抓住这一社会需求，找到特色专业与红色

文化产业发展的契合点进行深层合作，不仅能促

进特色专业自身发展、推动红色文化产业发展，而
且在合作过程中将伴随着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

育，这是一种无形而有效的教育方式。例如，高校

中所开设的旅游专业可与红色资源建立实践合作

机制，该专业的学生定期在革命圣地进行专业实

习，一方面满足红色旅游旺季的服务需求，一方面

促进了学生专业水平的提高；动画专业可与红色

资源联姻，一方面可以拓宽红色文化的宣传方式

和受 众 范 围，一 方 面 通 过 创 作 具 有 民 族 性、地 域

性、历史性、革命性、教育性的影响深远的动漫作

品，弘扬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激励大学生了解过

去、不忘历史，从而树立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奋

发向上。因此，通过建立高校特色专业与红色资

源建设双赢的长期合作，使红色精神在合作过程

中得以传承，同时也提高了红色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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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绝大部分是在西方文化背景

下进行的。Ｔｈｏｍａｓ和Ｒａｖｌｉｎ认 为，代 表 不 同 文

化取向的认知图式和激励机制不仅可以影响心理

契约 的 形 成，同 时 对 契 约 破 坏 的 结 果 也 有 影 响。
心理契约的形成及内部结构又受文化规范、价值

取向的影响。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雇佣关系强调规

则、法律的约束力，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雇佣关系则

强调社会规范、情感的约束作用。加大心理契约

本土研究力度。特别是加强符合中国政治、经济

语境下的员工的心理契约相关研究，是很有意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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