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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思政课”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载体，而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深厚的教育价值。文章聚焦广

西红色文化资源与“大思政课”建设的深度融合，在阐释“大思政课”和红色文化资源内涵的基础上，

研究论证了二者融合的内在机理，提出要充分发挥广西红色文化资源的独特优势，通过加强顶层设计、

优化教学内容、拓展教学空间等形式多维度推动“大思政课”改革与创新，充分释放红色文化赋能“大

思政课”建设的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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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is an innovative platform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while red culture resources contain profound education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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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this work focuses o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Guangxi’s red culture resources with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On the basis of explaining the con-
notation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and red cultural resources, this work 
demonstrated their intrinsic connection and propos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Guangxi’s red culture resources. By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expanding teaching spaces, this work aims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in multiple dimensions, thereby fully release the educa-
tional value of red culture in empow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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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5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指出，要打造一批

“大思政课”品牌，要组织学生体验感悟新时代生动实践和伟大成就，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支

持学生参加红色研学之旅[1]。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

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物质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教育意义和时代内涵。充分挖掘和利用红色文

化资源，将其融入“大思政课”建设，有助于提升思政课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引导学生坚定理想

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红色基因。广西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和建立地方组织较早的地区

之一，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深入研究如何利用广西红色文化资源赋能“大思政课”建设，对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大思政课”与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2.1. “大思政课”的内涵 

“大思政课”突破了传统思政课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的局限性，是一种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

更注重依托丰富的现实资源和多样化的传播途径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构建起一个开放、立

体、广泛的育人体系。深刻理解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善用“大课堂”，善建

“大平台”，善待“大师资”，对深入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 

2.1.1. “大思政课”之大是胸怀“两个大局”之大视野 
思政课之“大”在于胸怀“两个大局”，即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3]。这一大视野深刻体现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宏大格局和历史担当。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思政课必须跳

出传统课堂的局限，以更宽广的视野、更深邃的眼光，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世界发展大

潮之中，引导青年学生在深刻理解时代背景、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增强历史使命感和全社

会责任感。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540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崔永红 
 

 

DOI: 10.12677/ass.2025.145405 373 社会科学前沿 
 

2.1.2. “大思政课”之大是凝聚多方力量、汇聚育人合力的大协同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

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4]。“大思政课”是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学校教育与社会资源、

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等相结合的协同育人，强调整合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力量，形成协同育人的合

力。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环节，通过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方法等推动跨学科、跨领域、跨

主体的协同育人，构建全社会育人格局。 

2.1.3. “大思政课”之大是肩负培养堪当强国建设时代新人的大使命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只有吸收人类的

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5]。“大思政课”建设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占位更高远，必

须紧扣新时代新征程教育使命，贴近时代脉搏，紧密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从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实际

出发，打破传统思政课的局限性，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统一。“大思政课”的建设与发展深

刻体现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当今世界，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国际格局调整

等深刻变化对我国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思政课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回应时代之问，以实践与

创新为动力，将课堂教学延伸至社会实践，将书本知识拓展至现实生活，以更加开放、多元、立体的方

式，引导青年学生在深研实干中感悟思想伟力、坚定理想信念，打造既具有中国特色又面向世界的高质

量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培养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创新型人才。 

2.2. 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创造并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

人民独特的精神文化遗产，承载着党和人民在艰苦奋斗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优良传统和价值理念。红色

文化资源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文化自信、

形成民族凝聚力的珍贵资源，对其进行深入发掘、研究与利用有利于大力推进大中小思政教育一体化建

设、弘扬爱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我们对红色文化概念的理解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

红色文化是指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各种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

时期所领导创造的各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6]。“大思政课”建设过程中融入的红色文化资源一

般涵盖了历史遗址、文献档案、革命故事以及各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载体。 
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区别于其他文化资源的独特性和鲜明特征，首先，红色文化资源与中国共产党的

奋斗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紧密相关，集中体现了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使命。其次，红色文化资源承载着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伟大精神，展现了中国人民坚韧不拔、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展现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体现了红色文化资源崇高的精

神价值。再次，红色文化资源生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

幸福的奋斗历程，再现了中国人民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最后，红色

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并对认识起着决定作用[7]。红色文化资源是在历史

发展中产生的，其内涵又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得到丰富和升华，为我们的社会活动提供实践指导。 

3. 广西红色文化资源赋能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的内在机理 

红色文化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广西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为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提

供了多元的实践载体，也成为广西独特的历史文化符号。将广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思政课”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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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革命精神的时代要求，更是增强思政课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的重要举措。 

3.1. 广西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广西拥有丰富而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且分布广泛。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广西第一

批、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数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10 月，广西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668 处，可移动革

命文物 4874 件/套(5127 件)，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 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82 处。42 个

县(市、区)列入中宣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

单》[8]。2024 年 8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自治区级红色资源认定暂行办法》，就自治区级

红色资源调查、认定、调整及保护标志牌规格、材质、内容等进行了规范，明确自治区档案馆负责收集

和初审自治区级档案类红色资源名录申报资料[9]，《办法》明确，广西红色资源主要包括重要旧址、遗

址、纪念设施或场所，重要档案、文献、手稿、视听资料和实物，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及其他资

源。 
广西作为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战场之一，孕育了光辉灿烂的革命历史。留下了丰富的红色资源，如

百色起义纪念馆、红七军军部旧址、右江苏维埃政府旧址等革命遗址遗迹，这些遗址遗迹见证了百色起

义的伟大历程，是开展红色教育的生动课堂，成为当代“大思政课”建设中的重要教育资源。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10]。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

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战，人数由长征出发时的 8.6 万人减少到 3 万余人。

桂林市相继建成的“三园三馆”是湘江战役最具有代表性的纪念设施，为高校“大思政课”建设提供了

实践教学基地。 
2024 年 9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指出，

要重点打造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左右江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长征(红一方面军)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片区(广西)、广东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广西)为载体的红色革命精神标识[11]。这一规划对弘扬

红军长征精神、整合广西红色文化资源、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具有重要意义。 

3.2. 广西红色文化资源的独特性 

广西红色文化资源是民族地区革命斗争的有力见证。广西是我国最早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少数民族地

区，也是最早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12]。广西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

京、彝、水、仡佬等十二个世居民族，另有 44 个其他民族成份[13]，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广西各族人

民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共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红色篇章，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例如，

防城港市防城区地处中国南疆北部湾沿岸，位于十万大山南麓支脉的延伸地带，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

区，拥有汉、壮、瑶、京等 19 个民族。作为广西著名侨乡之一，防城区不仅地理位置独特，还蕴藏着丰

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见证，更是少数民族红色

文化的独特展现。那良镇是防城区革命斗争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那良革命烈士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而建的，纪念碑上镌刻着许多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烈士的名字。这

些烈士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的英勇事迹，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在革命斗争中的卓越贡

献与重要地位。十万大山是防城区革命斗争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

党在这里组织和领导各族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坚固的革命根据地。 
依托广西边境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助力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地处祖国南疆，其西南部

分布着东兴市、防城港市防城区、宁明县、凭祥市、龙州县、大新县、靖西市和那坡县共 8 个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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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区与越南接壤，构成了广西重要的边境地带。广西边境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如中越

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那良革命烈士纪念碑、十万大山革命根据地遗址、凭祥革命烈士陵园、龙州起义

纪念馆、那坡革命烈士陵园等，体现了民族文化与革命精神的深度融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广西边境地区 3 市 8 县(市、区)实施的“边

境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长廊”建设已打造了 100 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

体理念。”[14]广西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正是这一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写照，在革命战争年代，广西各族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广西红色文化资源表达和传播形式多样。文艺作品是广西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们通过

艺术手段再现了那段革命历史，传播了革命精神。其中，壮族革命英雄韦拔群的事迹及其相关艺术作品，

是广西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5]。韦拔群的革命事迹和精神，激励着广西各族人民积极投身革命，为

弘扬和传承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以韦拔群为主题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通过电影《拔哥的故事》、油

画《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诗歌《那时他正年轻——纪念韦拔群》、民族音乐剧《拔哥》等艺术的力量

生动再现了韦拔群领导农民运动、组织革命武装的“韦拔群精神”，从而成为激励后人砥砺前行、奋发

图强的宝贵精神财富。 

3.3. 广西红色文化资源赋能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的价值探索 

3.3.1. 革命基因传承与理想信念担当深度融合的历史教育价值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2019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

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各高校要重点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设定课程模块，开设系列选择性必修课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16]。广西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是重要的历史

素材，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广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期间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此发生。这些红色文化资源生动呈现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历程，见证了中国革命从探索、抗争直到胜利的艰辛历程与伟大成就。可

以通过政府、学校、社会等力量的多方联动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指引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和政治标

识[17]，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新时代，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既是每一位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时

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红色文化资源与“大思政课”的有机结合是传承红色基因的时代使命。在思想塑造上，红色文化资

源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将其融入“大思政课”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

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教师通过讲述红色历史故事，让学生可以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不断深

化理想信念，磨练自己的意志，培养学生对国家和民族高度的认同感和强烈的归属感。在价值引领上，

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的精神内涵同新时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塑造与养成高度契合。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知识的

灌输，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精神的滋养与价值共鸣。在实践创新上，“大思政课”强调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红色文化资源则为实践育人提供了丰富的载体。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实地参观、社会调研、志

愿服务等活动，让他们在现场的实践教学中亲身体验和感悟红色精神。 

3.3.2. 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大思政课”建设协同育人的实践价值 
发挥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是助力课堂教学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充分挖掘探索红色文化资源的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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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功能，不仅能够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针对性，还能有效推动教育理念、教学方式和实践形式

的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课程，红色文化资源融

入教学可以帮助学生通过具体案例更深入地思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智慧教学平台为依托的课堂教学模式正在不断改革和创新。智慧教学平台

融合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技术，为思政课教学提供了更加精准、高效和愉悦的教学环境，

可以提供实时更新的教学素材，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红色文化资源能够有效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创新发展。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精神

内涵，是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创新的重要资源。通过充分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可以有效拓展思政

课实践教学的深度和广度，使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相结合，提升思政课学习的互动性和趣味性。传统的

教学模式主要依赖课堂讲授，而实践教学则可以通过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度融入，让学生真实感受到当时

所处的具体情境，通过实地参观、聆听讲解、结合课堂学习以及自己研读一些历史资料，能更直观地感

受到革命先烈坚定不移、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这种亲身实践的教育方式比课堂上的理论灌输更加

生动、直观和深入人心，更具说服力，使学生明白当前生活的幸福安宁与繁荣发展来之不易，更加珍惜

当下的幸福生活。 

4. 广西红色文化资源赋能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的实践路径 

4.1. 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红色文化融入“大思政课”的体系框架 

顶层设计是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思政课”的关键环节，需要明确指导思想、构建科学合理的

目标体系、健全组织管理架构、优化资源配置，以系统化、规范化、长效化的机制推动红色文化全方位

深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4.1.1. 明确指导思想，夯实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的理论基础 
202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

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18]。在“大思政课”建设中，思政课教师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不断坚持系统的理论学习，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把准政治方向，牢记政治责任，始终保持政治警觉

性和政治鉴别力[19]。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以身作则，率先践行红色文化精神，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涵

养家国情怀，以实际行动影响和激励学生，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历史自觉，培养深厚的爱国主

义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4.1.2. 健全课程、教材体系建设，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转化与利用 
要优化课程内容，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的系统化整合。广西紧跟教育部门的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

思政课改革创新要求，强化顶层设计，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推动广西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于 2024
年 11 月在广西崇左市举办的 2024 年全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暨思政学科中心组“新课标·新教

材·新课程·新评价”研讨活动为持续深化和引领广西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20]，推动思想政治教

育体系的协同创新与整体提升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相同点，如育人

目标一致、教学方法多样等，同时也存在一些差异性，比如教学内容深浅不一、详略不同，教学引导方

式不同，学生参与程度不同等，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教师应依据学生成长经历和认知特点，按照不同的

学习阶段、教学目标和难易程度设置广西红色文化相关的教育内容。例如，在基础教育阶段应注重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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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英雄人物革命事迹等的教育，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应更加注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更

注重教学内容与国家发展相结合，勇担新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激励每位青年与历史同向、与祖国同

行、与人民同在，在为人民服务和奉献社会的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1.3. 建立健全组织管理体系，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的统筹规划和系统整合 
学校应设立专门的组织协调机构，负责协调各部门人力物力资源，确保“大思政课”建设工作的有

序推进。例如，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要求各部门做到统筹管理、分工明确、按时、有序开

展工作，形成协同育人机制，教务部门负责人组织好教学相关工作，宣传部门负责协调学校、社会、学

生的红色文化传播工作，团委社会实践部门负责实践教学资源和活动方案的对接，形成全方位、全流程、

多层次的管理体系，确保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思政课”教育落到实处。此外，还要在经费投入方面做

好保障工作。可设立专项活动资金，用于组织师生开发红色文化相关的案例、开展研学活动、建设数字

化资源库等，使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的全流程中，更深刻感悟红色文化的价值。 

4.2. 优化教学内容，提升红色文化融入“大思政课”的实效性 

优化教学内容是提升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思政课”教学的重要环节。应深入挖掘广西红色文化资

源的丰富内涵，构建特色鲜明的地方红色文化课程体系。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教学模式的创新，真

正实现广西红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4.2.1. 深入挖掘广西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 
广西作为革命老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不仅承载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广西人民英勇

斗争的光辉历史，更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深入研究广西红色文化资源的历

史价值，是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举措。广西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涌现出了无数感

人至深的英雄事迹和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这些故事无不体现了广西人民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精

神力量，凝聚了革命先辈的智慧、勇气和奉献精神，这些故事不仅是历史的记忆，更是新时代激励青年

一代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的宝贵精神财富。 

4.2.2. 创新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形式和实践教学效能 
广西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需要突破传统活动形式，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提升红色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

力。例如，通过数字技术对革命旧址、红色场馆、重要历史事件进行数字模拟，打造沉浸式、交互式的虚

拟场馆，增强学习体验。还可以通过深度融合红色文化资源与大学生社会实践，以高校为引领，全力推

进红色研学基地建设。各红色场馆应携手高校，共同探索红色文化资源的创新传播途径，优化推广机制，

确保其在学生群体中广泛传播，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学生可以通过实地参观、研讨交流、志愿服务等

方式，在亲身实践中感悟红色文化的精神实质。同时，还可以加强与国内红色文化研究机构、高校、媒

体的合作，推动广西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和传播，为“大思政课”建设提供更多鲜活的实践案例。 

4.2.3.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抓手，实现教学方式的创新与升级 
在教学过程中，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兴趣，因此要采用案例教学、情景教学、体

验式教学等方式，使课堂更加生动。例如，积极开发在线学习平台和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库，组织师生

通过短视频平台、微电影、情景剧等新媒体手段丰富资源库，让学生在故事化、场景化的表达中感受革

命历史文化。在信息化时代，数字技术的深度赋能将有力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思政课”，实现教

育现代化、智能化、立体化发展。要充分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AI)等前沿技术，

打造沉浸式红色文化实践体验场景。此外，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加强集体备课，结合学生发展实际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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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组织编写符合教育部门要求的红色文化资源教辅资料，增强红色文化应用于教学的针对性，更好

服务于教学。 

4.3. 拓展教学空间，构建红色文化融入“大思政课”的协同育人机制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广泛的社会覆盖面和深远的育人价值，关乎每一位大学生的思想塑造

与全面成长。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全局性的系统工程，“大思政课”建设展现出形式的多样性和内

容的丰富性，在此背景下，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成为高校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拓展教学模式、提升

育人实效的重要支撑。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有助于推动高校育人理念的创新升级，从而引领教育模式与

手段的持续变革。 

4.3.1. 强化多主体协同育人，构建校地合作机制 
要让红色文化资源真正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必须构建学校、社会、家庭协同育人机制，充分

调动各方资源，共同推动红色文化传播与传承。特别是高校与地方政府、社会机构的合作，将为红色文

化教育提供更加丰富的实践资源和教学支持。高校应加强与地方政府及红色文化资源单位的合作，共同

开发当地特色红色文化课程。通过邀请专家开展专题讲座、集体备课、实地教学等方式，提升“大思政

课”的课程深度和文化价值。如 2024 年 4 月 2 日，广西展览馆组织召开了“创新馆校合作模式构建‘大

思政课’新格局”专题座谈会，在会上谈到将通过创新馆校合作模式全力构建协同一体的“大思政课”

合作机制，形成全域融通的“大思政课”合力，共同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展[21]。 

4.3.2. 加强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参与，构建全方位协同育人体系 
青年学生除了在学校接受教育以外，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同样是“大思政课”教育的一部分。学校

应强化家校协同育人机制，鼓励家长注重在家庭教育中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帮助学生加深对红色文化价

值的理解与认同，形成家校协同育人的良好局面。此外，还要鼓励组织聚集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红色文化

教育。例如 2024 年 12 月，在广西合山举行的退役军人展风采、红色文化进校园宣讲活动中，退役军人

吴继永以生动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向师生们分享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和战斗经历，并与当前形势相结合，

鼓励同学们为祖国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样生动的宣讲激发了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的热情[22]。 

4.3.3. 强化师资建设，提升“大思政课”的育人成效 
教师是教育的核心力量，要加强思政课教师的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定期组织教师参加相关的理论

培训，鼓励教师深入红色场馆、革命老区、实践教育基地进行实地调研，在自身的所思、所悟、所获中不

断深化理解、升华认知，并以此为契机强化实践运用，真正做到学思践悟、知行合一。 

5. 结语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高校思政课肩负着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承载

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国家栋梁之才的重任。广西红色文化资源为高校“大思政课”建设提

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实践平台，红色文化不仅仅是革命历史的回顾，更是一种激励着人们奋勇向前的

精神力量。通过精心的教学设计和丰富的实践教学路径，将广西红色文化资源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中，

能够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领悟其中蕴含的理想信念、

奋斗精神和家国情怀，从而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不断增强四个自信。本文通过大量的案例和深入的理

论分析，系统探讨了广西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大思政课”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与实践路径，为实现“大

思政课”的创新性建设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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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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