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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文化是高校重要育人资源，在党史教育视阈下探索红色文化育人路径，能够更加扎实地增厚高校育

人的文化根基，强化学生的理想信念。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对高校红色文化教育的现状进行

一系列的调查分析，找出党史教育视阈下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进行原因剖析，在此

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实践路径，以期为高校红色文化更好融入到党史教育的开展过程中提供强有力

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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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educating peopl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pl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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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red culture educating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can more 
solidly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college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students’ ideals and 
beliefs. This paper adop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d cultur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ind out the problems of red culture educa-
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and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targeted practical path, in or-
der to provide a strong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better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e into the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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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中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为新时

代青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1]。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

的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红色文化作为党史教育学习的重要内容，其内涵随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而不

断丰富，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征程中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百年党史，对于引导高校

大学生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增强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2.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党史教育的逻辑机理 

(一)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党史教育的理论逻辑 
理论是人的思想建构基础，体现着理论主体的价值与追求相统一。高校党史教育的开展就是在学习

党的历史知识、英雄模范事迹以及党内优良的传统作风的基础上，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问题[2]。红色文化红是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历史

实践中形成的，作为在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历史中的精神价值，体现了人民高于一切的党的奋斗宗旨和

人类寻求自由解放的文明理想。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党史教育的学习中[3]，是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理论认

识和理想信念和实践能力的发展需要，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时代精神的集体

自觉塑造。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成为中国人民传承红色文化基因的逻辑必然[4]。
青年铭记红色革命记忆，则会牢记初心，进而坚定自身肩负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二)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党史教育的实践逻辑 
在党史教育视阈下对高校大学生进行红色文化培育，不仅是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指引下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也是青年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在新时代背景下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5]。初心使命主要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谁而生以及政党要走的方向，运用红色文化深

化广大青年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何而生，因何而立的问题，是剖析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规律，传承好红

色基因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中指出，党史要想发挥好资政作用，

就要提供好历史借鉴与历史启示[6]。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红色文化承载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革命传统，作为党史教育的重要学习载体，利用红色文化中的伟大成就引导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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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子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间带领人民进行的艰辛探索，进而增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7]。 

3. 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现状调查 

本研究通过分层抽样的方法分别抽取广州市四所高校大学生作为数据样本，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

收问卷 284 份，有效问卷 280 份。采用李克特式正向计分的方式，利用克隆巴赫系数方法来检验问卷的

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值为 0.71，KMO 值为 0.716，显著性概率值为 0.000。综上所述，该数据

来自正态分总体，且信度和效度比较稳定，可做进一步分析。 
(一) 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总体情况 
根据表 1 所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现状总体得分为 3.35，高于中间值 3 分，总体上看属于中等偏上

的水平。从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现状的各维度分布情况可知，红色文化内容的均值为 2.88，红色文化氛围

均值得分为 3.24，红色文化形式均值得分为 2.74，按项目均分排序，红色文化育人总体现状 > 红色文化

氛围 > 3.0 > 红色文化内容 > 红色文化形式。由此可知，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总体现状得分虽然均高于其

他维度的得分，但红色文化认知与红色文化形式的得分有待提高。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status quo of red cultur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表 1. 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现状描述性统计 

 N 均值(M) 标准差(SD) 

红色文化育人 280 3.35 0.710 

红色文化育人内容 280 2.88 0.704 

红色文化育人氛围 280 3.24 0.612 

红色文化育人形式 280 2.74 0.708 

 
(二) 高校红色文化教育内容现状 
根据表 2 可以看出，红色文化内容现状的调查主要从红色文化认知、红色文化认同两个维度进行。

红色文化认知是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的红色文化精神、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感的基础，红色文

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本。在对数据分析可知大学生的红色文化内容各纬度均高于 3
分，分别为 3.14、4.41，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内容成效较高。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ducation contents of red culture 
表 2. 红色文化教育内容描述性统计 

 N 均值(M) 标准差(SD) 

红色文化认知 280 3.14 0.627 

红色文化认同 280 4.41 0.709 

 
通过对学生的调查可知，高校学生对红色文化认知比较明确，多数同学人认为红色认知作为红色文

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的理解对于理想信念的奠定基础，在学校内部开展红色文化内涵的阐述

是很有必要的；90%以上的同学认为红色文化认同是他们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承担历史使命的心理前提

和精神动力。调查所显示尽管高校内多数学生对红色文化内容有着积极正确的观念，但也存在着少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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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对红色文化内容的了解仅停留在表面，老师讲授的红色案例也没有进行深入探索， 
(三) 高校红色文化传播氛围现状 
根据表 3 可以看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氛围的调查主要从媒体传播、实践载体两个维度进行。媒介

传播是红色文化氛围营造的主要途径，而实践载体是建立红色文化整体联动传播机制，是在高校中除了

课堂教学之外最直观的教育的手段。在对数据分析可知高校红色文化的媒体传播与实践载体建立的得分

均高于 3 分，分别为 3.01、3.51，总体情况较为良好。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red culture communication atmosphere 
表 3. 红色文化传播氛围描述性统计 

 N 均值(M) 标准差(SD) 

媒体传播 280 3.01 0.624 

实践载体 280 3.51 0.630 

 
通过对学生的调查可知，在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氛围上，多数同学认为红色文化氛围的营造对新时代

大学生的培育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84%的同学表示学习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视频号、公众号等

平台进行红色文化宣传，部分同学提到学校红色文化氛围营造的比较好，但是一些内容相对学术，较难

理解。 
(四) 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形式现状 
根据表 4 可以看出，关于高校红色文化形式调查主要从课程融入、相关主题活动两个维度进行。将

红色文化融入课程中，教师要采取多种教学方式和灵活运动教学内容，才能有助于红色文化落实育人的

目标。红色文化教育活动开展的效果如何与采取的活动形式有很大的关联，只有创新活动形式才能更好

地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的内容。在对数据分析可知开展相关主题活动得分高于 3 分，为 3.17 课堂融入得分

偏低，为 2.72。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forms of red culture education 
表 4. 红色文化育人形式描述性统计 

 N 均值(M) 标准差(SD) 

课程融入 280 2.72 0.629 

主题活动 280 3.17 0.706 

 
通过对学生的调查可知，在课堂融入方面，红色文化将育人的目标落实下去主要通过思政课堂，并

将其以循序渐进地融入相关学科的专业课堂。但近 64%的学生喜欢的方式就是讲授教师摒弃掉传统的“填

鸭式”教育方式，实现红色文化“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在主题活动方面，多数学生表示学校会通过团

日活动、主题讲座、三下乡实践活动等方式来体现，部分学生表示主题活动一般以团日活动、党日活动

进行集体参观，群众身份的学生缺乏现场感受和感染。 

4. 高校文化育人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一) 高校文化育人存在的问题 
1) 红色文化育人内容挖掘不够深入。红色文化内容是大学生对红色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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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革命事件、革命精神等方面认识和理解的基础，对高校大学生进行红色教育既包括精神层面教育内

容的开发，又包括物质层面教育资源的利用，而当前对大学生红色文化的教育存在着内容挖掘不够沉入

的问题。通过调查发现，在精神层面的教育内容中，教师所讲授的内容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案例，甚至

还存在着一本讲义用终身的情况，缺乏对新时代内容的解读，使得红色文化教育失去了时代蕴意。在物

质层面的教育资源利用中，虽然所在地区红色物质资源较为丰富，但教育主题对红色资源的利用意识不

强，对红色资源的参观以自发性为主，没有形成常态化机制。 
2) 红色文化传播整体规划不统一。高校作为红色文化教育的主要阵地，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但是还存在着文化实践规划不统一，各高校自为战的局面。通过调查可知，大部

分高校已经建立了以微信公众号、抖音短视频等为主的自媒体传播平台，但是这些平台上传播对红色文

化内容并不能完全保持一致，那么就无法保证红色文化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从而就无法发挥各微平台之

间的合力作用。另一方面，微媒体技术可以凭借其自身独有的生动形象的话语体系，将枯燥无味和深刻

难懂的理论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但是相关公众号的文章只有部分内容比较通俗易懂，多数文章学术倾向

性严重。 
3) 红色文化育人形式主义趋向化。红色文化育人形式作为红色文化传承的载体，只有参与具体的社

会互动与交往的活动主体，才能产生记忆。通过调查可知，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形式多种多样，如唱红歌

比赛、红色影视赏析、重走革命道路等，但还存在着形式主义的问题。通过调查发现，高校红色文化理

论教育一般通过思政课堂、主题讲座的形式来进行，但是部分老师只是照本宣科，课件制作内容刻板，

缺乏吸引力，仅是为了讲课而讲课，难以给予学术引导和启发。在红色文化教育相关主题活动方面，活

动内容与主题相脱节，部分学生仅是参与活动，而没有深刻理解活动背后的目的，以唱红歌活动为例，

参与者只是在学歌曲，对歌曲背后蕴含的故事背景一无所知。除此之外，学生活动的参与程度有限，积

极分子、党员、学生干部对活动的参与机会多于普通学生群众。 
(二) 高校文化育人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 
1) 社会因素：红色文化多元教育主体参与复杂。进入新时代以来，红色文化的普及度日益增长，大

学生接受红色文化的教育主体逐渐多元化。面对不同主体的文化教育，大学生从单一接受高校主体教育

向不同部门、主流媒体论坛等转变，由单一理论灌输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转变。虽然这种跨领域合作

教育的模式增强了红色文化教育的实效性，但由于不同教育主体之间教学理念存在差异，使得很多红色

教育内容出现重复，难以实现不同教育内容之间的互补，进而影响了红色教育文化的成效。除此之外，

因不同层次不同需求，更加缺乏信息间的共享与交流，红色文化教育主体难以各司其职，使得红色文化

教育缺少置身于全方位大局之下的统一规划与安排，导致出现教育越位、缺位等现象，红色教育资源没

有得到充分发挥。 
2) 高校因素：红色文化育人机制不够完善。教育引导机制的健全发展是推动红色文化发展的关键环

节，但高校红色文化的效应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 相对缺少科学的谋划和周全的部署。从理论机制来看，

思政课程教育内容较为理论化，合理的理论灌输是必要的，但过于依赖理论灌输，则会使教育方式变得

古板单一、很难给予学生引导和启发，学生接受的信息相对枯燥无味，作为学生获得红色文化教育的第

一途径，缺乏吸引力的教育内容使学生处于一种表面理解的状态，未能将教学内容的内在价值转化形成

自己的态度体系和品德意识体系。从实践机制来看，由于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组织大规模的参观活动次

数也极为有限，并且在组织实践活动后以简单的形式收尾，没有后续进行针对性指导，使得红色文化精

神难以在大学生心中得到升华。 
3) 个体因素：红色文化意识的重视度有待增强。从学生个体角度来讲，大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使得

他们的性格具有易变的特点。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外来文化大量涌入，使得国内社会思潮多样化、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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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取向和利益需求多元化，部分大学生群体容易受到不同程度的消极思想观念影响，如个人享乐主义、

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一些学生的头脑中比较淡薄，此外距离孕育了红色文化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间较长，许多高校大学生对红色的文化了解不多，观念的变化必然引起行为的相应

变化，红色文化意识的重视度有待加强。 

5. 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实践路径研究 

(一) 充分挖掘红色文化教育资源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走向独立富强的缩影，作为红色文化教育的信息载体，将文化

资源充分挖掘与利用，不但能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还能凭借着学生对于红色资源的了解引起共鸣，增

加感染力和影响力，进而起到强化青年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8]。首先，要重视红色文化的理论

研究。大学生的红色文化教育在新时代背景下面临着一系列的新问题，红色文化教育者应系统的梳理史

料，深入提炼红色文化精神，与时俱进，阐述富有新时代的红色文化解读，促进理论研究与大学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教育相结合。其次，加强红色物质利用的利用。每一处红色文化遗址背后都承载者许多可歌

可泣的英雄故事，社会各界必须加大红色资源保护力度，使红色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焕发新的活力，

既要挖掘和利用高校地方红色文化物质资源，又要注重不同文化物质资源的整合。最后，撰写更符合时

代要求红色文化读物，与高校思想教学形成红色文化教育合力，运用新的表现形式促进红色历史经典再

度传播，只有将这些优秀的红色文化作品走进大学生，高校才能真正发挥凝聚共识意识，进而引领学生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二) 拓展红色文化教育途径 
新时代背景下要想提升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成效，就必要拓宽红色文化教育途径，不仅要注重高校思

想政治课程和党团组织功能的发挥，还要通过校园媒体传播，发挥红色爱国教育基地的实践育人功效。

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思政工作开展的主要阵地，《中国近代史刚要》、《思想政治修养与法律基

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四门主干课程

要依据自身课程内容的特点，找准红色文化教育内容的契合点与相关切入点，并在思政课程教学中形成

合力。除此之外，在发挥党团组织作用时，要加强对学生党支部、团支部的管理，规范组织学生党支部

生活会，将红色文化精神、红色文化价值等内容融入到学生支部活动的开展中，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红

色文化的同时将红色文化教育内容辐射到全体学生。最后，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的传播作用。互联网在

当代大学生生活中必不可少，高校可以借助 AR/VR 等设备创新红色文化的表达方式，提高红色文化传播

内容的吸引力。同时教师可以随时利用新媒体平台，采用线上 + 线下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如 vlog 记录

红色文化教学，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红色文化故事，以此吸引学生积极参与。 
(三) 强化红色文化教育意识 
大学生的红色文化教育在思想政治教学中起到价值引领的作用，自觉强化红色文化的教育意识，不

仅要增强高校的红色文化传承的使命意识，还要提升高校教师红色文化教育的责任意识。一方面，高校

作为红色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必须要站在人才培育战略与立德树人的双向目标上认识红色文化传承的

精神滋养作用。高校面对新时代的新问题、新矛盾，坚持发扬红色文化的传统教育，将红色文化遗产与

高校教育、科研、实践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机制，推进红色文化教育队伍建设，坚

持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另一方面，高校教师作为真理的传播者，要深化红色文化理论研究，挖掘红色文

化的时代内涵，高校辅导员也要时刻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积极宣传红色文化，传播正能量，面对错误

思潮要旗帜鲜明的抵制，坚持以高尚品质感染学生，正确舆论引导学生，将红色教育融入到学生的日常

管理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做红色文化的践行者。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8458


邱华愉，张玮桐 
 

 

DOI: 10.12677/ae.2022.128458 3011 教育进展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1 年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2021SZ17)。 

参考文献 
[1] 崔文龙.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与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讨会综述[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1(4): 155-156. 

[2] 范娇阳. 在高校党史教育中发扬革命精神的内涵及要求[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1, 39(7): 18-24. 

[3] 李永春, 刘潇敏. 建党百年视域下党史学习教育的逻辑、要求及路径[J]. 学习与实践, 2021(6): 15-23. 

[4] 秦在东, 庄芩. 论增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实效性[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1(11): 44-46. 

[5] 尹祥.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其当代价值[J]. 理论导刊, 2021(5): 22-27. 

[6] 曾志诚, 曾艳. 红色文化资源的思政课育人正效应及其实现路径[J]. 教学与管理, 2020(30): 115-117. 

[7] 王春霞. 红色文化在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论析[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11): 
29-32. 

[8] 黄慧. 论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实践育人体系的路径[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9(18): 72-74.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8458

	党史教育视阈下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实践路径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A Study on the Practical Path of Education of the Red Cul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党史教育的逻辑机理
	3. 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现状调查
	4. 高校文化育人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5. 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实践路径研究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