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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红色文化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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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红色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学者们围绕红色

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路径、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红色文化在

大学生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中的价值、红色文化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等论题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研究多从某一角度切入，缺乏整体性，研究成果

也多关注教育主体如何利用红色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较少关注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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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
对红色资源的内涵、功能、价值等进行了系统而深

入的研究，成 果 丰 硕。其 中，一 个 重 要 的 关 注 点

是：如何把红色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更好地

发挥红色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笔

者拟就近年来红色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

究成果加以梳理和概括，以期进一步深化对这一

命题的研究，更好地发挥红色资源在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一、红 色 文 化 与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研

究现状的总体评价

“红色资源”这 一 概 念 最 早 出 现 在２００２年７
月《“红色 资 源”与 扶 贫 开 发》（《老 区 建 设》，谭 冬

发、吴小斌著）一文中。自此，学者们开始对红色

文化（或红色资源、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特征、
功能等进行了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红色文化

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学者

们研究的重点领域。通过在中国知网上进行跨库

检 索，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共 发 表 学 术 论 文２５６篇。
如表１。

表１　“红色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研究论文论题分布情况 篇

论题
年度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总计

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和作用、路径 １　 １　 ３　 ６　 ８　 ３６　 ２５　 ４１　 １２１

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１　 ２　 １３　 １６　 ６　 ３８

红色文化与大学生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 １　 １　 １　 ４　 ３　 ７　 １７

红色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２　 １　 １　 ４

红色文化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４　 ５　 １２　 ２１

红色文化与大学生党员教育、理想信念教育 １　 ３　 ８　 ７　 １９

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 １　 １　 ６　 １　 ７　 １６

其他 １　 １０　 ４　 ７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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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表１，可 以 从 论 文 发 表 时 间 和 所 关 注 论

题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从时间看，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党史文苑》刊发的

《论红色资源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运用》，是目前

检索到的最早研究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

章。此后，关 于“红 色 文 化 与 大 学 生 思 想 政 治 教

育”论题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取得了比较丰

硕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从２００９年起形成了一个研

究小高峰，２００９年发表１３篇，２０１０年发表７８篇，

２０１１年发表７３篇，２０１２年发表８８篇。这一趋势

体现了学界对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加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教

育的呼应与探索。
从关注论题看，关于红色文化在大学 生 思 想

政治教育 中 的 作 用 和 功 能 这 一 论 题 的 文 章 共 有

１２１篇，约占总数的４７．２％；关于红色 文 化 与 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文章３８篇，约占总

数的１４．８％；红色文化在大学生爱国主义和民族

精神教育中的 价 值 共１７篇，约 占 总 数 的６．７％；
大学 生 对 红 色 文 化 的 认 同 有４篇，约 占 总 数 的

１．６％；红色文化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教育中的功能 和 作 用２１篇，约 占 总 数 的８．２％；
红色文化 与 大 学 生 党 员 教 育、理 想 信 念 教 育１９
篇，约占总数的７．４％；关于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化

建设的文章有１６篇，约 占 总 数 的６．３％；其 他 与

大学生 思 想 教 育 有 关 的 文 章２２篇，约 占 总 数

的８．６％。

二、红 色 文 化 与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研

究的重点领域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优势及育人

功能

红色资源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内涵丰富、
形式多 样、功 能 独 特，是 一 种 优 质 高 等 教 育 资

源［１］，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逐渐凝聚而成的以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精神

资源，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探索中长期

积淀的政治资源，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着力构建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资源，集精神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

源、历史资源于一体，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革命、
建设与改革开放的生动历史教材，是大学生教育

的主要资源。”［２］冯东飞等认为延安红色文化资源

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本源性优质资源［３］。
红色资源因其具有天然的育人功能而受到广

大教育工作者的关注。李振东等认为红色资源具

有资源丰富与形式多样、真实生动与感染力强、与
时俱进与价值永恒等教育特点［４］；王家荣 等 把 红

色资源的育人功能概括为理想信念的导向更能、
高尚道德的教化功能、创新素质的锻造功能、健康

情操的陶冶功能［５］；钟家全则把红色文化 的 思 想

政治教育功能具体化为理想信念教育功能、爱国

主义教育功能、集体主义教育功能、艰苦奋斗教育

功能、创新精神教育功能五个方面［６］；刘志山等认

为要充分发掘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真善美的精神

特质，达 到 我 国 德 育 教 育 中 的 以 真 启 智、以 善 明

智、以美怡情的重要价值［７］；李正兴认为红色资源

所具有的德育功能如思想引导功能、政治教育功

能、道德示范功能、精神激励功能、文化传播功能，
能够“科学解决德育的教育资源和方法问题，对于

大学 德 育 的 创 新 具 有 重 大 的 价 值 和 独 特 的

功能。”［８］

张颢认为红色资源在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

育中具有其他教育形式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可

以丰富和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为思想

政治教育提供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有助于坚定大

学生的理想信念并提升他们的政治责任感、有助

于净化校园人文环境从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及人生观、有助于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进取精神、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

国情感［９］。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

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和流传着许多红色歌曲、红色

影视作品等，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欣赏红

色影视作品、传唱红歌，可以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资源，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手段，有效

推动红色资源向教育教学资源的转化。陶娟认为

红歌“在引领社会思潮和提升国民素质方面有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发挥着强大的德育功能。”红歌

传唱可以保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拓展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丰富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手段、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
是国人 超 越 时 空 感 悟 红 色 历 史 的 客 观 载 体［１０］。
郭小路认为红色影视作品提高了大学生爱国主义

和革命传统精神的教育效果，使大学生的理想信

念得到升华［１１］。曹宣明认为可以通过寓教于乐、
情景营造、示范引导等教育机制，实现红色影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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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导向、情绪疏

导、精神激励等功能，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渗透力、引导力，统筹好教育主体、教育客体、
教育介体、教育环体四个要素，最大限度地形成思

想政治教育合力［１２］。

（二）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中的应用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 的 希 望。大 学 生

的思想政治素质直接影响着社会的长治久安、国

家的兴衰、民族的复兴。因此，在２００５年 颁 布 的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指出：要不断

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
说服力、感染力，切实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 育 教 学 的 方 式 和 方 法，不 断 增 强 教 学 效 果。
红色文化因其存在的广泛性、自身所具有的强大

的育人功能而引起了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

关注，纷纷把乡土红色文化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与实践当中。

１．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

中的应用

利用红色文化可以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

学内容，增 强 理 论 的 说 服 力、提 升 理 论 的 可 信

度［１３］，把红色文 化 中 蕴 含 的 爱 国 主 义、艰 苦 奋 斗

精神、创 新 精 神 等 和 具 体 的 课 程 教 学 联 系 起 来。
井冈山大学把井冈山红色资源中蕴含的“坚定信

念、艰苦奋斗”精神［１４］，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把邓恩

铭烈士故居、瓮安猴场会议会址和独山深河桥抗

日战争文化园［１５］，牡丹江师范学院把重点铁路建

筑群、八女投江群雕、东宁要塞群、林海雪原等［１６］

融入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井冈山大学

在讲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时，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发掘利用井冈山

的红色资源，如讲述毛泽东思想形成时，运用了井

冈山革命旧址三湾改编旧址群、八角楼毛泽东旧

居、朱毛第一次会面旧址、黄洋界保卫战旧址、井

冈山碑林等；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精髓时融

入了 井 冈 山 精 神 即 坚 定 信 念、艰 苦 奋 斗、实 事 求

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１７］。
彭庚认为 应 该 深 入 挖 掘 红 色 资 源 的 教 育 价

值，提炼、升华红色资源中所蕴含的“革命党人矢

志不渝的坚定信念、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团结进

取的革命风格、自强不息的伟大品格”，以课程的

形式进入课堂，以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自豪

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１８］。李桂红认为在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要充分利用乡土文化所特

有的地域亲和性优势，“弥补教材因其概括性、理

论性而带来的柔性不足，可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１９］

在课堂教 学 中，通 过 多 媒 体 的 形 式，采 用 文

字、视频、图片等手段，将直观的、真实的、丰富的、
学生熟知的本土红色文化呈现在学生面前，“可以

避免课堂理论教学的死板空洞、简单说教，即有利

于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促进对理论的认同感，也
有利于形成于不同时代的革命传统、积极时代精

神潜移默化地感染、熏陶学生，提升学生的思想政

治素质。”［２０］王明 霞 认 为 可 以 通 过 激 发 红 色 文 化

的育人功能和激励功能、通过强化对中国共产党

战斗历程和伟大精神的教育、通过红色文化教育

与《概论》课教学目标相结合、弘扬革命精神与时

代精神相结合等措施，提高《毛泽东思想概论》课

的教学实效性［２１］。

２．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的

作用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要求“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

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

机制。”据此，各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中

不断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学者们就如何利用红色资源进行实践教学展

开了研究和实践。徐霞对“仿真”实践教学的教学

方式方法进行研究，认为可以通过“采用现代多媒

体技术，制作电视专题片、多媒体课件，实现文字、
数据、图形、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信息的交互传

递，并通过一体化设计、交互式实现，构建仿真实

践教学环境。［２２］”湖南城市学院利用红色资源，开

展“五个一”（即阅读一本红色经典、观看一部红色

影片、寻访一处革命遗址、参加一次感恩活动、撰

写一篇经典论文）系列活动，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

平台，增强了实践教学的实效性、针对性［２３］。
由于师资力量缺乏、专项经费不足、红色文化

资源分布范围广等原因，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社

会实践遇到了较多困难，因此各位专家多建议运

用本地红色资源进行现场体验式教学。石家庄铁

道大学利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柏坡进

行了长达２０多年的现场实践教学，“艰苦奋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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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随着每一个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随着铁路

的延伸走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井冈山大学在《井
冈山精神与当代大学生》校本课程中，让学生观看

由本校学生排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井冈山》，把红

色资源融入大学生野外生存教育；湖北警官学校

带领学生参观、考察辛亥革命纪念馆、二·七大罢

工会址、中共五大会址、农讲所、陈潭秋故居等，并
在湖北辛亥革命纪念馆进行了现场教学［２２］，都取

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徐魁峰认为红色体验式教

学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强调了教学过程中学

生的主体性、认识的渐进性、认知的统一性、形式

的多样性、过程的互动性。这种教学模式可以“让
学生产生积极的情绪和良好的心境，在积极向上

的精神状态下愉快学习，并能勇敢地应对挫折，进
取向上。”［２４］

３．红色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的方法研究

如何把红色资源所具有的强大的育人功能转

化为教育教学资源，实现它的教育价值，是教育工

作者面临的一个现实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研究，吴清江认为可以通过

旅游、教育、红色影视文化等进行开发［２５］；李康平

认为可以通过开发、提炼红色资源，形成有特色的

“红色教育产品”来实现红色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有 效 运 用［２６］；张 泰 成、肖 发 生 根 据 大 学

生获取红色资源的方式，将红色资源融入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方法分成三类：以语言、文字

为媒 介 的 教 学 方 法 主 要 有 讲 授 式、案 例 式、讨 论

式；以 音 乐 影 像、实 物 为 媒 介 的 教 学 方 法 有 音 像

式、展示式、演出式等；以受教育者的活动为媒介

的教学 方 法 包 括 参 与 式、体 验 式、研 究 式 等［２７］。
王家荣等认为要实现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首先

要对重点对象青年学生做好“进课堂、进教材、进

学生头脑”的 三 进 工 作；其 次 要 充 分 利 用 现 代 科

技，占领传媒阵地，发挥传播媒体的导向作用；再

次要把握有力时机，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体参与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群体感化［５］。

（三）红色文化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教育

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不可

分割的联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源头活

水。它所蕴含的革命精神、民族精神、崇 高 理 想、
时代精神、荣辱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具

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可以利用红色资源蕴含的理

想信念价值来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利用爱国

主义价值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利

用道德情操价值树立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利用红色资源的特质提高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 教 育 效 果。通 过 深 入 挖 掘 红 色 资 源 的 内

涵，拓 展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体 系 教 育 载 体；通 过

情、史、理交融的方式以提高教育的实效；打造良

好的校园红色文化，以文化人，把红色文化内化为

大学生的 人 格 品 质［２８］。吕 涛 认 为 红 色 文 化 在 大

学生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上具有价值认同、信念

导向、榜样示范、民族自信等功能。贵州可以发挥

红色资源丰富的优势，政府、社会、学校、家庭通力

合作，利用红色文化引领大学生建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２９］。蔡 广 等 从 培 养 大 学 生 的 爱 国 主 义

情感和民族责任感、坚定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方向

和理想信念、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和世界观、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集体

主义观念等方面论述了红色文化对大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积极影响，将红色文化纳入

高校文化建设轨道，成为大学生社会主义价值观

的主要文化源泉，成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主要载体［３０］。张文等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近代以

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密切联系，因此，可以

结合大学生的思想特点，通过“开展唱红色歌曲、
忆红色历史、诵红色伟人、访红色名家、读红色著

作、记红色名言、看红色影视、游红色故地、开红色

论坛、塑红色课堂、写红色评论、撰红色博客、办红

色校报、做红色网站等红色教育的基本动作，把红

色资源中的精神特质加以开发、提炼，科学地融入

高校社会主 义 核 心 价 值 体 系 教 育 中 去”［３１］，能 够

切实推进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四）红色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存在的问题

教育者对于如何利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

红色文化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做了理论研

究并应用到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教学实效。但

现实中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

挥，育人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影响红色资源育人功

能发挥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传播、认同、内化三

个环节［５］。教育者在利用红色文化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存在着重“物质”轻“精
神”的倾向、爱国的理性认识不足、爱国的社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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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重“形式”轻“内容”、对发挥大学生学习主

体性 作 用 重 视 不 够 等［３２］。但 是，经 济 全 球 化、文

化多样化、价值多元化导致了大学生对红色文化

产生了一定的认同危机，主要表现在对于红色文

化的历史记忆淡化、红色文化价值标准碎裂、红色

文化的话 语 表 达 处 于“失 语”状 态［３３］。饶 国 宾 通

过对南昌地区部分高校学生进行走访、调查，发现

大多数同学对苏区精神持认同态度并有一种探索

的欲望，但在实际上了解是比较片面的：一是不能

把苏区精神和自己的理想信念相结合；二是较少

关注红色资源，以致对此很陌生。所以，他认为要

加强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同，需创造良好的校

园环境、家庭氛围和社会环境，端正学生的理想信

念并不断强化大学生的自身修养［３４］。
苏磊认为改革开放、经济的突飞猛进、多元文

化的冲突、网络时代的到来造成了当代中国信仰

缺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担负着解决大学生信仰

缺位的重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应贯穿

于高校学生的信仰教育［３５］。

三、红 色 文 化 与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研

究现状的思考

通过对十年来关于红色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学术界对红色

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一是

学术界对红色文化的研究不论广度还是深度，都

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功

能利用等成为更多学者关注研究的重点。二是充

分发掘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实效性，学术界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进行

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近十年来关于

红色文化研究的最大亮点之一。
纵观当前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的成 果，也 存 在 一 些 不 足 之 处，有 待 于 继 续 深 入

研究。
一是对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多从某

一角度切入，缺乏整体性。纵览现有的研究成果，
一部分学者以某一区域红色文化为依托，具体研

究了红色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
方法、实现路径；一部分学者注重研究红色文化的

德育功能。而把红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

象，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进一步的理论探

讨还需进行深入研究。
二是研究成果多关注教育主体如何利用红色

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较少关注受教育者主

体性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主

体能动性教育，只有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主体能动

性充 分 发 挥，才 能 提 升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实 效 性。
已有研究多集中在教育者如何利用现有的红色文

化，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而较少关注受教

育者主体性的发挥。即使有少量涉及，也多集中

在实践操作层面，较少进行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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