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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文化是从我党革命史中总结、发展出的伟大成果，在高校中进行红色文化教育对坚定大学生爱国主

义信念，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做好理论与实践的贯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指导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体验”教学观，对教育主体以及教育过程进行了反思，提出了通过做好课堂衔接、

丰富学习形式、拓宽学习平台三种途径以实现红色文化熏陶人，以红色文化培养人的教学目标。只有让

受教育者在“实践体验”下真正理解、感悟红色文化内涵，产生对红色文化的内在情感体验，才能将红

色文化内化为自己的行为道德准则，在“主体–知识–主体”这一过程中形成良性教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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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culture is a great achievement summariz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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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party. Red cultur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college students’ patriotic beliefs, cultivate good moral sentiments, and 
make a good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education subject 
and the education process with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guided by Marxist 
theory, and proposes three ways to realize the teaching goal of inculcating people with red culture 
and cultivating them with red culture through good classroom connection, enriching learning forms 
and broadening learning platforms. Only through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can the educated truly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d the connotation of red culture, and generate the inner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red culture, can they internalize red culture as their own moral code of behavior, 
and form the “subject-knowledge-subject” process. In the process of “subject-knowledge”, a virtuous 
education cycle is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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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各个环节，既根植于社会存在，又随社会存在变化而变

化。同时，文化又对人的行为具有指导性的调控作用，马克思韦伯提出“人是由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

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这实际上就是在说文化具有对人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在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时，

我们要挖掘、利用好文化的这一特性。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1]。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红色文化的重要性，深入中共一大会址、嘉兴红船以及革命

老区调研学习，高度重视革命传统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并提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

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2]。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我们可以

看出，一方面，红色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另一方面，红色文化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宝贵成果和精神财富，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因而，结合时代特征和当代大学生的现实实践，不断挖掘

红色文化的价值资源，培育当代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3]。新时代的青年更具活力朝气，有更多渠道获取资讯，更加注重自身话语权的表达，在这一

背景下，本文从“实践体验”视角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基础，对红色文化宣传和教育的方

法进行新的探析。 

2. 实践体验的内涵 

2.1. 实践体验是由主体进行的体验过程 

实践体验，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以观念的方式感悟、把握客观物质世界，以情感体验方式“把人

的目的、理想、知识和能力等本质理想对象化为客观实在”，将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作用于本我的对

象化活动[4]。马克思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通过对旧唯物主义理论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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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逐步确立并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观，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

撑，对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

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

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马克思在继承原有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

上，用“实践”这一概念将主客体相连，将哲学从形而上(解释世界)的功能拉回到日常生活(改造世界)。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从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对实践进行了考察。从狭义上看，实践指向

人的道德，广义的实践则不仅包括道德与实践，同时还包括与人与自己目的相一致的一切创造活动(包括

理论创造与工艺创造)。康德将实践分为“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和“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即“道德

地实践”和“技术地实践”，他认为“自然概念的实践”涉及的是对客观自然的规律探索和把握，“自

由概念的实践”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探索[6]。康德在实践论上做出的重要突

破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将广义的实践概念扩大，并特别强调对自然规律“准则”与对人的“法则”

之间的区别，在此康德崇尚实践的道德律，批判把自然实践当作真正实践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在继承黑

格尔与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再次强调了实践的广义性，指出实践既包括物质生产也包括人

的精神生产。人首先是感性活动的主体，改造的主体，其次才是认识的主体。教育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

实践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注意行为主体所发挥的作用，注意实践教育过程中对学生的指导和改造。

同时做好“自然法则”与“人的准则”之间的区分，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实践观，培育良好的道德品

格具有重要作用。“实践体验”下的教育教学，再次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联结，客观知识与主

体之间的联结，这一视角的教育教学更具有灵活性，强调教育过程中的反思性 

2.2. 实践体验中的“主体间性” 

我们在实践论的意义上讨论“主体间性”，实际上是在研究实践过程中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即

主体与主体之间以交往和对话为主要手段，以理解为目的所达成的一致性的共识。“主体间性”概念的

提出，代表着近代理性的产生。最初，它体现为用理性反对神性，进而以理性来规范人类，征服自然。

这种理性主义在教育学意义上也有重大的影响。以卢梭为代表的个人主义的教育理想，强调尊重儿童的

自然本性，归还儿童的自由，把儿童当作儿童。实践的主体间性强调了在多主体展开的实践活动中，要

注重主体间的交流与沟通方式。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取得巨大收获，工具理性逐渐

代替价值理性，结合上述对实践的认识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康德所说的“自然概念的实践”正在逐步

取代“自由概念的实践”，这种工具理性的价值观在教育领域势必造成受教育者形成对自然社会的主客

对立的片面概念，认为受教育的目的是去征服自然，统治他人；与此相对地，在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如何把握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复杂问题上，传统教育并没有给出很好的回答。传统主客体对

立的教育观由于过于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往往容易让受教育者形成对人以及社会的“物化”观点，

使得“个人主义”大肆盛行。教育活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艺术教育，而非技术教育，教育者与知识、受

教育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主客关系[7]。我们可以认为，“知识”作为一种中介，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两

个主体相连接，因此教育者并不是知识的权威，它应当重视的是人的灵魂的唤醒，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

思想对话、是心灵的敞亮和个体思维与情感的生成。在对话过程中，个体作为完整的人体现出自己独立

的价值、思想和自由，只有这时，他才在教育过程中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存在。可以认为，教育的

主体间性从存在论的角度突破了原有单子论的认识，为教育理论提供了新的哲学范式和方法论原则。 

3. 实践体验观对大学生学习红色文化的积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将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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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对引导青年学生坚定政治信仰，激励其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

要意义。从实践体验观出发，深化学生群体对红色文化知识的理解，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对学生了

解、认同、内化红色文化具有积极深远的作用。 

3.1. 坚定爱国主义理想信念 

爱国主义是国家通过历史积淀形成的深厚感情，是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稳定深

厚的感情。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许多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品质，无论是个性鲜活的先烈形象，

还是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都蕴含着人民群众热爱祖国的坚定信念，是唤醒集体记忆和凝结民族感情的

重要枢纽。在网络信息鱼龙混杂的当下，我们不仅要加强对青年的价值引领和价值导向，更要在青年群

体中树立起爱国主义的理想信念。这种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的伟大精神和信念不仅是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

前进的伟大动力，更是扎根在一代代青年的学习传承中的文化养料。而实践体验的学习则拓宽了学生体

悟历史文化的渠道，让学生在听、观、触、思等多种途径中感悟历史长河中民族精神的代代传承，使爱

国情感得到有效激发，在联系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将情感的触动化为实际行动，使爱国主义情感经久不衰。 

3.2. 实现公民道德教化作用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而红色文化正是立德树人的根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而努力

奋斗是红色文化的思想内核，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教书育人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如何对大学生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既

是当下高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又迫切地需要顺应时代，推陈出新。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

情感教育理论入手来对道德与实践的关系进行考察，所有的学习仅仅关注认知层面上的发展是远远不够

的，学习者的动机，学习过程的情感共鸣，良好的情绪体验和情绪表达更是形成良好道德秩序的基础。

红色文化的教化作用在情感上体现为当代大学生个体从内心深处焕发出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在

实践上则体现为个体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 

3.3. 注重对理论知识的实践化与操作化 

在充分了解实践观后我们可以发现，实践对了解内化理论知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认为实践

是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就是人的对象化或是对象的人化。人需要通过直接呈现在他面

前的外在事物中去呈现自己，这一过程可以认为实践与个人的感受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同理放在大学

生的红色文化教育当中，简单让大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注意到实践的多层次，

让大学生实实在在感受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实现自己，通过实践活动的创造物审视自己，认识自己。

这种学习过程使得理论与实践形成了一个闭环，并在这种良性循环当中不断巩固拓展原有的认识并进行

再创造。 

4. 实践体验下红色文化育人的实现路径 

4.1. 做好课堂衔接，强化实践认识 

课堂作为高校进行红色文化教育的主阵地，是学生学习感悟红色文化最为重要的平台。红色文化融

入高校思政课课程体系时，创新的理念要贯彻始终，要把握时代特征和大学生的心理特征，运用鲜活的

内容、丰富的形式，与大学生成才的实际需求契合，与大学生的心理需求交融，红色文化才能散发出它

本应有的精神魅力[8]。在课堂文化教育中，我们首先可以通过深入探究革命事迹的形式，通过生动有趣

的介绍激发起学生的主动性，系统完整地向同学们的讲好红色故事。同时可以组织红色文化游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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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鼓励同学们寻访先烈故居，采访革命英雄，搜集红色故事，让学生面对面与革命英雄进行交流，在

与革命英雄人物进行对话的过程中重返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中去，在“移情”和“共同经验”的中介下

与经验主体实现深层的交流和理解，从而将“他人”–分享经验知识的人–纳入个人体悟之中。其次，

可以让学生就诸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等热词谈谈自己的理解与感悟。

这种方式能够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并且在围绕主题进行讨论研究时，同学们可以最大程度发挥自己

的特长，就群体当中普遍的社会现象进行自己的阐释和理解，汇报的过程中再由教师进行点拨，这样不

仅改变了以往教学过程的单向性，还提升了学生自我学习，辩证思考的能力，夯实了爱国主义理想信念

的感情基础。 

4.2. 丰富学习形式，鼓励多主体参与 

实践理论的学习方式不仅打破了传统学习中的主客对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对立，其丰富的学习形

式也能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我们要依据当前大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学习方式，加大实践传播

学习的比重。学校可以借助互联网学习平台，在校园中建立起全面、立体、日常、多样的传播模式，比

如创建红色教育网站、微信公众号；举办传统书目接力阅读活动，组织学生排演红色故事话剧，创作革

命故事漫画等，调动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建设优质的红色文化载体和平台能够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红色

文化自信，使大学生可以多角度、多渠道、多方位地接触红色文化，感受到革命战争之后幸福生活的来

之不易；也可以更加纯粹、更加直观的体会和认同红色文化的精神实质，使得红色文化成为大学生民族

自豪感的重要来源之一。 

4.3. 拓宽学习平台，搭建实践学习载体 

除了理论知识的学习，高校还应当结合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做好红色文化的引入。本土红色文化资源

作为地区革命历史象征，具有历史性与传承性。地方人民对本土红色文化资源了解程度较深，并伴有强

烈的带入感与认同感，因此对地方红色资源的发掘能为高校实践育人提供浓厚文化学习氛围，便于在实

践过程中引导学生的正向发展。高校应充分利用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学生实践教育体验[9]，与当地

红色文化博物馆进行合作，根据学生群体的特点，开展小而精的实践趣味活动，吸引大学生踊跃参与到

红色文化实践中来；其次学校可以筹建校史，革命史的展览，让同学们在承载了时代记忆与红色文化的

老物件中见证、体验历史的进程，通过场景的复刻，在实践体验中唤醒对红色文化内涵的认同，有利于

学生对红色文化知识的感悟与内化。江西师范大学的红色文化博物馆扎根江西本地红色文化，对长征出

发地宁都、兴国县的资源进行了开发，收集了红军长征途中有代表性和有纪念意义的老物件，并为长征

途中做出巨大贡献的烈士立碑供参观者敬仰缅怀；同时博物馆内还利用 VR 等设备，从声、画多个角度

重现当时的场景；还组建了学生博物馆讲解社团，让学生自发、主动地了解馆藏文物，通过亲身讲解促

进了理论知识的融会贯通，在为参观者讲解服务的过程中加深自身对红色文化的理解。 

5. 结论 

以上从“实践体验”概念出发，强调了教育教学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联系，以及“主体

–知识–主体”所形成的良性教育循环。红色文化的熏陶对学生坚定爱国主义理想、实现良好道德教化、

实现理论的实践转化具有重要作用。大学生是社会上最富活力与创造力的群体，如何用红色文化的丰富

内涵引导滋养大学生成长是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除了在课堂上做好红色文化知识的传播，还可以借

助互联网学习平台创建红色教育网站、微信公众号，举办传统书目接力阅读活动等活动来丰富学习形式，

扩大学习的主体范围；同时可以结合当地特色，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做好当地资源与新技术手段的结合，

创新、活化原有历史资源，更好吸引大学生群体体验学习，做好红色文化的引导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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