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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及文化传承创新的职能。红色文化作为培育时

代新人的动力源泉，与高校思政课紧密结合意义重大。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可从课堂教学、实

践教学和特色活动等路径着手，尤其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课程的红色拓展训练相结合，具有重要现实与

理论意义。通过打造科学课程体系，提升课程吸引力与创新力，形成全方位育人合力，并借助网络平台

扩大传播，不仅能传承红色文化，激发参与者的爱国主义精神，还能在实践中增强其创造力与团队协作

能力，助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促进思政课提质增效，发挥立德树人

“关键课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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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ear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cultivating talents for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fulfill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functions. As a dynamic source for nurturing new-era talents, 
red culture holds profound significance when integrated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The incorporation of red culture into these course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classroom instruction, practical teaching, and characteristic activities, particularly through red-
themed outward bound train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e courses, which car-
ries both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importance. By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curriculum system, en-
hancing course appeal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forming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synergy, 
and leveraging online platforms to expand dissemination, this integration not only preserves red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spires patriotism among participants, but also strengthens their creativity 
and teamwork skills through practical experiences. This approach contributes to cultivating well-
rounded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ith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 and labor ed-
ucation, promotes quality enhancement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amplifies their pivotal role as “key courses” in virtue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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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革新，“大思政课”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和理念，逐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构建“大思政课”格局的任务和要求之下，红色拓展训练应运而生。将在实践中

产生的红色文化以实践的形式与思政课融会贯通，不仅有助于传播、创新我国的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

信和民族自豪感；也有助于让参与者实际、切身地体会到其蕴含着的丰富历史底蕴和爱国情怀，激发当

代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本文将详细阐述红色拓展训

练价值意蕴，包括其在传承红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提升思政教育效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本

文还将探讨红色拓展训练在“大思政课”中的实践路径，如设置素质拓展课程、设计实践活动、丰富红

色拓展训练方式等。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路径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思政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

考和借鉴。 

2. 红色拓展训练的基本概念 

红色拓展训练的定义与内涵。红色拓展训练是一种将红色文化融会贯通于素质拓展训练的教育实践

活动，通常以实地体验、团建活动、实践游戏等形式创造性地运用红色文化，提升参与者的科学文化修

养和思想政治素质以及团队合作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一种具有高度创新性和实践性的教学方式。 
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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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这一优良传统，响应时代的呼唤，守正创新、持续用力，推动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建设进入了朝气蓬勃的新阶段[1]。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教学理念的革新，

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够仅仅局限于理论的学习，更应该从做中学，开发适合时代特征和不同年龄阶段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课程。本研究提出红色拓展训练这一创新性思想政治教学策略，以红色文化为教学

基础，依托团队游戏、团建活动等形式进行素质拓展训练。不仅打破以往理论化、口头化的红色文化传

播方式，同时丰富了传统实践课程以单纯体育训练活动为主的实践课程，将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搬到实践

活动之中，潜移默化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让红色文化成为真正的激励学生成长、指引学生发展方向的宝

贵精神财富。 
红色拓展训练主要元素及其对思政教育的促进作用。红色拓展训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方向引

领，依托红色文化实施实践活动课程。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实践活动这三者便是构成红色拓展训练

的主要元素。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牢

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话语权、管理权的重要抓手，必定要坚持和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

思主义。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创造积累的先进文化，蕴含着指

引我们党和人民增强信仰、信念、信心，战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2]。红色文化中蕴含的红色精神，例如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等，都是实践课堂设计时的丰富

资源。新时代的教育方针中强调，要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因此，思政课程仅仅局限于理论教

化是远远不足的，正所谓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真正

理解和运用理论，也只有通过红色文化与拓展训练相结合的思想政治实践课程，才能够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红色拓展训练在“大思政课”中的价值意蕴 

红色拓展训练作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思政课(即广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价值作用。它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大思政课的教学内容，还创新了教学方法，显著增

强了教学效果，对培育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精神以及全面提升其综合素质具有深远的意义。 

3.1. 传承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 

红色拓展训练的核心在于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

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3]，它如同一座璀璨的宝库，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厚的文化

底蕴。通过红色拓展训练，我们可以深入挖掘这座宝库中的红色资源，将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革命精

神巧妙地融入到实践活动中，让学习者在亲身体验中深刻感受到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教育方式不

仅有助于加深学习者对党的历史和革命传统的理解和认同，还能激发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外，在红色拓展训练的过程中，学习者通过参观革命遗址、聆听革

命故事、参与红色主题实践活动等方式，能够直观地感受到革命先烈的英勇无畏和革命精神的伟大力量

[4]。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让学习者在心灵深处受到震撼和启迪，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红色文化的重

要性和价值。同时，红色拓展训练还能够引导学习者将革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其成长道路

上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 

3.2. 激发爱国情怀，培养时代新人 

红色拓展训练在“大思政课”中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激发学习者的爱国情怀，培养时代新人。在

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培养一批具有坚定理想信念、良好政治素质和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年。红色拓

展训练通过组织学习者参与红色主题实践活动，让其在亲身体验中深刻认识到祖国的伟大和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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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更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积极投身到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中去。在红色拓展训练的过程中，学习者

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祖国的繁荣昌盛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让学习者更加深刻地认识

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从而激发起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同时，红色拓展训练还能够引导学习

者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实际行动，积极投身到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中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自己的力量。 

3.3. 提升团队协作能力，促进全面发展 

红色拓展训练在“大思政课”中还具有重要的团队协作能力提升价值。在现代社会中，团队协作能

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5]。红色拓展训练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团队项目和素

质拓展训练活动，让学习者在参与中学会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协调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共同完

成任务等团队协作技能。这些实践活动不仅有助于提升学习者的团队协作能力，还能培养其领导力、创

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综合素质。在红色拓展训练的过程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团队项目，能够在实

践中锻炼自己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综合素质。这些项目需要团队成员之间的密切配合和相互信任，才能够

顺利完成。通过参与这些项目，学习者能够学会如何与他人有效沟通、如何协调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

如何共同制定并执行计划等团队协作技能。同时，这些项目还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让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红色拓展训练的实践活动，学习

者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形成积极向上的团队氛围，为未来的学习和工

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4. 红色拓展训练在“大思政课”中的实施路径 

4.1. 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构建一套科学且合理的课程体系，是确保红色素质拓展活动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基石。具体而言，

这一体系的构建需遵循以下策略：首先，应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及专业学生的独特性与需求差异，精心

设计一套层次分明、针对性强的红色素质拓展课程。这样的课程设计能够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

的学习路径上，深入理解和吸收红色文化的精髓。其次，需巧妙地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素质拓展活动之

中，打造一套模块化的课程体系。该体系可细分为“红色精神传承”、“革命传统教育”以及“爱国主义

教育”等多个模块，每个模块均涵盖理论学习、实地考察、团队合作等多元化环节。这些环节可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灵活组合，以最大化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最后，为强化红色素质拓展的实效性，

需积极整合校内外丰富的红色资源，构建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一方面，可与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等

红色教育基地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设立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更为直观、生动的红色教育体

验；另一方面，可邀请老红军、老战士等具有丰富红色经历的人士担任校外辅导员，通过他们的亲身经

历和感人故事，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和感悟。 

4.2. 创新教学方法，增强吸引力 

创新教学方法是增强红色素质拓展吸引力与实效性的核心所在。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我们需借助前

沿科技手段与多元化教学模式，为红色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一方面，可充分运用 VR、AR 等虚拟现实与

增强现实技术，构建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引领学生穿越时空，真切感受革命历史的波澜壮阔。另一方

面，应以项目为导向，鼓励学生围绕红色主题展开探究式学习。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红色文化资源调查”

项目，深入挖掘本地红色文化遗产，梳理历史脉络；或是开展“红色故事微视频创作”项目，让学生用镜

头记录红色故事，以新颖的形式传播红色文化。通过这些项目实践，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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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深化对红色文化的认知与理解。此外，还应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优势，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混合式

教学模式。开发一系列红色文化在线课程，整合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为学生提供便捷、高效的学习渠

道；借助网络直播平台，定期举办红色主题讲座、访谈等活动，邀请专家学者、革命先辈后人等分享红

色故事与感悟，从而扩大红色教育的覆盖面与影响力，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青年心中生根发芽。 

4.3. 加强校内外合作，形成育人合力 

强化校内外协同联动，是凝聚红色文化育人合力的关键支撑。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维度精准发

力：其一，积极与地方政府、红色教育基地等建立深度合作关系，携手挖掘红色文化富矿，共同开发兼

具思想性与教育性的优质资源。通过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实践基地，为学生搭建起更为广阔、多元的实

践平台，让他们在实地探寻中感悟红色精神的深厚底蕴。其二，主动寻求与其他高校的交流合作契机，

打破校际壁垒，实现红色教育资源的互通共享。通过联合策划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开展学术研讨与实践

探索，形成跨校协同的红色文化育人共同体，共同提升红色教育的感染力与实效性。其三，高度重视家

校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加强与学生家庭的常态化沟通联系。通过引导家长积极参与红色教育活动，如亲

子共读红色经典、家庭红色故事分享会等，构建起家校共育的红色文化传承桥梁，形成全方位、立体化

的红色育人良好生态。 

4.4. 利用新媒体技术，拓展传播渠道 

借助新媒体技术的多元优势，能够为红色文化传播渠道的拓展注入全新活力。具体可从以下三个层

面展开：其一，搭建红色文化专题网站，构筑红色资源的数字高地。此网站将全面整合红色故事、红色

歌曲、红色影视等丰富资源，凭借清晰直观的界面布局与便捷高效的操作体验，成为学生群体以及社会

大众便捷获取红色文化知识的窗口，推动红色文化在网络空间广泛流传。其二，运营红色文化微信公众

号，打造红色声音的传播枢纽。通过定期推送精心编纂的红色文化资讯、扣人心弦的红色故事、熠熠生

辉的红色人物事迹等内容，以富有感染力的文字、精美的图片和生动的排版，提升红色文化的吸引力与

影响力，让红色精神在指尖滑动间得以传承。其三，创作红色文化短视频，开启红色魅力的视听新篇。

借助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庞大用户基数和强大传播效能，以贴合年轻人喜好的创意形式，将红色

文化以鲜活、灵动、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来。通过巧妙的剧情设计、精彩的画面呈现和互动性的传播策略，

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红色文化，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绽放光彩。 

5. 结论 

在构建“大思政课”格局的要求下，红色拓展训练的价值意蕴不仅体现在教学形式、手段、方法的

扩充和创新。更重要的是在育人方面的意义和作用，通过红色文化精神和内涵潜移默化的灌输，学生能

够在社会生活实践和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中主动地将这些优秀精神以及较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实践能力

运用起来，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将自身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结合起来。 
如何能够让红色拓展训练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与“大思政课”相得益彰，

实现教学创新和育人目标的高度发展和实现，这就需要打破固有教学模式，运用拓展训练为主要形式的

思想教育，将红色拓展训练系统地融入思政课堂体系，不断丰富红色素质拓展训练的内容和实施模式，

构建红色文化育人长效机制，加强红色拓展训练课程建设，使红色拓展训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性、

有效性教学组织策略，为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者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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