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92024 年第 6 卷第 02 期

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研究
周　萌

（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宁夏 银川 750199）

摘要：红色文化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逐渐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载体。大

学生作为青年群体中的先进分子，其自身的理想信念状态不仅会关系到未来他们的成长方向，还关系到红色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因此，

教师可以采用多种途径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充分发挥它的育人功能，使学生能够自觉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责任和使命，

从而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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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源而来，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在祖国奔流不息的山川河

流上，红色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蕴含的革命精神、奉献精神和奋斗精神，是我党和人民不断

前进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在当下的时代发展过程中，大学生

理想信念教育也已经成为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将红色文化融入

其中，能够促使教师用红色思想、红色理念熏陶和培养学生，培

养他们的思想道德品质，使他们能够积极投入国家和社会的建设

中，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深远而丰富

的内涵，承载着广大人民进行建设、革命和改革的伟大历程。这

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记忆，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是

使中华民族能够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红色文化蕴含着坚定的理

想信念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比如在具有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

事求是的井冈山精神和具有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等品

质的长征精神上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同时也体现在无数革命先

烈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献身的伟大壮举中。这些精神力量跨

越了时空限制，历久弥新，在当代仍然成为了激励后人不断前进

的强大精神力量。此外，红色文化还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它根植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懈追求之中，展现了团结互

助、自强不息的集体力量。同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红色文化

也孕育了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勇气以及面对困难不屈不挠、勇

往直前的坚韧精神。这些品质超越了个人与时代的局限，成为连

接过去与未来，激励每一代人砥砺前行的精神纽带，鼓励他们共

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可行性

（一）两者理论具有一致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

论都是红色文化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的起源理论和内容。

中国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红色文化增加了中国元素，并成

为现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优质资源。同时红色文化的形成、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工作的展开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

撑，反过来也使其拥有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基因。

因此，在理论层面上，红色文化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都有较强

的联系性，他们共同的来源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发展的过程

中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所以红色文化与大学

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具有一致性，而且这两者都积极吸收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将民族特色和文化基因融入其中，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文化形态。这种共同的理论根基和文化

背景，为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坚实可行的基

础。

（二）两者教育内容具有同质性

红色文化能够充分展现出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而大学生理

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容就是牢记历史，通过引导大学生学习历史

来让他们明白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增加自信心，并通过了解先辈

的事迹，深入感受前辈们舍生取义的坚定信仰，不断增强大学生

的爱国情怀。因此，红色文化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还是精神的传承，

深刻体现出人民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彰显了中华

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

主要目的也是引导大学生深入了解这段历史，通过让大学生学习

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学史明理、学史增信，从而激

发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可以看出红色文化和大学生理想

信念在内容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从而帮助学生建设正向积极的精

神世界。

三、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意义

（一）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理想信念，优化教学方式

红色基因、红色精神和红色家风等内容都是红色文化所蕴含

的，同时它也是一门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都是人民文化自

信的来源。作为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青年大学生学习红

色文化能够有效加强学生的思想根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这

不仅是培养大学生的必然选择，还是传承红色精神的必然要求。

另外，将红色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中，能够有效弥补传统理论

教学的不足。受到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的限制，传统的教学模式

主要是以课本为教学载体，以理论教学为主，形成了灌输式的教

学模式。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多媒体和虚拟技术的普及也为理

论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教师利用新的科学技术能够将红色文化

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突破传统教学的限制，优

化教学方式，从而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为大学生树立

坚定的理想信念。

（二）有利于引导大学生建设正确的价值导向，助力大学生

成长

红色文化始终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怀，从而带领人民为实现民族

独立和国家富裕而努力奋斗，其与高校思政课教学所追求的育人

目标高度契合。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可能让学

生深入了解国家的发展历程，坚定他们的信心，使大学生能够将

红色文化厚植于心并外化到行动中，从而培养他们的主流意识形

态，引导他们建设正确的价值导向，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另外，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认识建设的过程中，红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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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够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精神支柱，从而发挥出独特的育人

功能，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以此来激励大学生勇

于担当时代新人的使命，助力大学生成长成才。

（三）有利于拓展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载体，丰富实践教学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关的革命博物馆、党史馆

和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遍布全国，革命的故事和英雄故事等

与红色精神相关的故事也有非常多，这些都是理想信念教育的现

实素材案例。高校教师通过将红色故事融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将红色历史和现代科技相关联等方式，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帮助他们在沉浸体验红色历史故

事的过程中感受到革命先辈的坚定意志，从真实事迹中得到思想

的启迪，同时也能拓展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载体，通过参观革

命博物馆等红色教育基地等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拓

展教学方式，丰富实践教学，从而将红色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中，

有利于引导他们在参与中实践、在实践中践行、在潜移默化中提

升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

四、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策略

（一）挖掘红色文化教育资源，丰富教育内容

每个地区和地域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拥有红色文化底蕴，高校

在进行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中可以以所在的地点为基础依

托，与当地政府一起合作，深挖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并开展红色

文化专题研讨会，从红色故事、红色诗歌和红色景区入手，加强

宣传，打造地方红色文化特色，吸引大学生主动进行学习，从而

拓展理想信念的教育内容。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一般高校都会

设置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但是这种课程安排的形式很容

易将所教授的理论与其他学科知识分离开，不利于理想信念教育

的发展。各个专业的教师应当承担起整理红色文化资源、优化红

色文化教育的任务，将其融入本学科的教学过程中，探索红色文

化教育的有效方法，比如思政教师可以在讲到关于红军长征精神

时，可以引入《七律·长征》这首诗歌来进行辅助教学，通过讲解“红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句诗词来为大学生引入一个

身临其境的环境，从而顺利推进教学过程，让大学生明白“更喜

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一诗词所表达出的情感，让他

们深入体会红军长征的精神，从而丰富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内

容，为他们树立艰苦奋斗的精神信念。再比如经济旅游专业可以

从区域的发展程度和经济方面入手，结合现有的红色文化资源开

展红色产业、红色旅游的一体化研究，再加上相关艺术形式的宣传，

将“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这一诗词作

为宣传标语，潜移默化地渗透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二）创新理想信念教育模式，提高教育质量

红色文化承载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也是高校开展理想信念

教育的重要载体。在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时，教师要以相关的理想

信念内涵为基础，优化教育模式，加深理想信念教育和文化资源

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提高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质量。教师要

构建出将场域体验和理论解析相结合的理想信念教育模式，重视

大学生的情感反馈。理想信念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信仰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环境保护教育等内容，能够

多层次、多角度和多方位推动育人教育，实现“全面育人”的教

育目标，推动学生的健康成长。因此在深化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

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中，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比如采用

案例分析法，引入革命先辈的生动事迹，配合相关的艺术形式，

如“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

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首名为《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现

代诗等，创造出解放军解放南京战役的宏伟场面，使学生在具体

情境中感受红色文化的力量，从而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同时，还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

实技术等，构建沉浸式学习体验，使学生仿佛置身于历史现场，

直观感受革命先烈的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从而激发内心深处的

共鸣与认同。从而构建出场景体验和理论解析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吸引学生的学习注意力，从而使他们能够拥有更加丰富的感情体

验和反馈，创新了理想信念的教育模式，使其能够深入学生内心，

从而不断提高整体的教育质量。

（三）加强校园红色文化建设，营造学习氛围

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校园环境也能起到十分重要的激励作

用。因此，将红色文化融入校园精神文明建设，是高校开展大学

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手段。首先，高校可以将当地的红色文化

资源利用起来，将之作为校园红色文化建设的基础，在校史馆、

档案馆等场所举办红色主题展览，同时也可以邀请老干部到校参

加分享会，讲述他们所经历的红色故事，让学生在亲身体验的过

程中感受到革命先烈英雄事迹中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另外，高校

还可以成立红色社团、举办红色经典朗诵大赛等方式，将红色文

化融入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从而构建出一个红色文化浓郁的校

园氛围。在这个过程中，宣传部、校团委等管理部门都要加大红

色文化与校园精神文化建设的融合程度，要从多方面、多角度来

推动红色精神建设，从而更好地烘托出红色育人氛围，使学生产

生主观能动性，参与到学习红色文化的过程中。其次，还要增强

大学生理想信念与身体力行进行实践活动的有机统一，让他们明

白理想信念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在民族儿女不断奋斗的

过程中融合发展而成的，包含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和开拓进取的

精神。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着重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认

识到人民过去能够成功的原因，并回答未来我们怎样才能成功这

一问题，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完成红色育

人工作的闭环。

四、结论

综上，红色文化作为民族精神不断发展的历史见证，不仅是

培养大学生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也是进行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资源。因此，高校教师要深入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

明确其在理想信念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深入挖掘红色文化

教育资源，丰富教学资源，同时也要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创新教学

方式，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深入内化理想信念在学生中的植入程度。

另外要从校园文化入手，引导学生将所学的理想信念有效融合进

日常的校园生活中，以此推动红色文化的精神文明建设，为学生

未来的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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