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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也存在着形式缺乏多元、载体不够丰富、吸引力不足、

重理论轻实践等短板，而红色歌曲蕴含着峥嵘党史、领袖风采、英雄人物、光荣事迹、崇高品质、伟大

精神、红色遗址、绿水青山等，富于生动性与教育性，将红歌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利于丰富教育载体，筑

牢意识形态阵地，提升育人成效，推进理论实践融合。本文以“六步四融”法，即“寻–赏–学–唱–

思–用”，通过“每课一歌”、“以歌促践”、“以歌为媒”、“共富交响”，探索红色歌曲融入高校

思政课堂教学、实践教学以及新媒体平台、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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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faces new requirements and chal-
lenges in the new era. It also has shortcomings such as a lack of diversity in forms, deficienc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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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r, insufficient attractiveness, and emphasis on theory over practice. The red songs conta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resence of leaders, heroes, glorious deeds, lofty 
qualities, great spirits, red sites, clear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nd are full of vitality and edu-
cation. The red songs integrating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is conducive to 
enriching the education carrier,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position,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effect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six steps 
and four integration” method, namely “seeking-appreciation-learning-singing-thinking-appli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of red songs integrating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al teaching, new media platfor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nstration area for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One song for each class”, “Promoting practice with Song”, “Song as 
the medium” and “Symphony of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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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

进、因势而新。红色歌曲主要是指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歌曲，久唱不衰、健康向上的，

歌唱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歌颂领袖和祖国的经典歌曲[1] [2]。红色歌曲与高校思政课有诸多相通

之处，二者理论同化、主题一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红色歌曲融入高校思政课，是提升高校思政教

育亲和力与针对性、促进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尝试。 

2. 现实逻辑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政课的质量关系

到能否培养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然而，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同

时也存在着形式缺乏多元、载体不够丰富、吸引力不足、重理论轻实践等短板。特色鲜明、启人心智、

意蕴深厚的红色歌曲作为教育教学资源，可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补齐短板、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有

利于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改革。 

2.1. 丰富教育载体 

红色歌曲中的峥嵘党史、领袖风采、英雄人物、光荣事迹、崇高品质、伟大精神、红色遗址、绿水

青山等与高校思政课内容息息相关，以红色歌曲为载体，将红色歌曲资源与思政课堂、教材紧密结合，

可增强理论讲授的吸引力，引导学生主动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2.2. 筑牢意识形态阵地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在“拔节孕穗期”的大学生极易受各种意识、文化、价值观的影响。红

色歌曲的思想性、政治性、人民性与思政教育一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生动、通俗地展现给

大学生，栩栩如生地让其明辨善恶、是非、美丑，对大学生克服错误价值观、抵御意识形态风险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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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义，有利于筑牢意识形态阵地、增强文化自信，帮助大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3]。 

2.3. 提升育人成效 

红色歌曲蕴含着爱国、奉献、奋斗、团结、责任、理想等红色元素，作为“精神氧吧”融入思政课，

是实现思政课程改革的重要途径，创新了思政课程的“打开方式”。有温度的“红歌”使思政课更有意

义、有意思，使其真正“接地气”“入脑入心”，对于大学生充分激发爱国情怀、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信仰、提升审美情趣和综合素养等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4. 推进理论实践融合 

根据高职教育重实践应用的特色，通过举办校园文化活动将红色歌曲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4]。开展

社会实践活动，挖掘地方红色歌曲文化资源，提出以红色歌曲赋能共同富裕的建议，为浙江共同富裕示

范区建设提供智慧方案，推动思政课教学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与互动。 

3. 实现路径 

为发挥红色歌曲对于高校思政课的重要价值，本文以高职思政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例，通过“六步四融”探索红色歌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现路径，使学生在课堂内

外“动”起来，让思政教育“活”起来。 
六步，即“寻–赏–学–唱–思–用”，四融，即融入思政课堂教学、实践教学以及新媒体应用、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1. “每课一歌”：红色歌曲融入思政课堂教学 

思政课教师多方调研、寻访对应的代表性红色歌曲资源，了解歌曲中的党史故事、人物事迹、家国

情怀、人民立场、燃情岁月、名山大川、追梦历程，结合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将红色歌曲融入《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相关教学模块，如表 1 所示。 
 
Table 1. Red songs integrating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teaching module 
表 1. 红色歌曲融入思政课堂教学模块 

序号 时期 精神 代表红歌(初选) 相关教学模块 

1 中国共产党 
成立至今 建党精神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导论 

2 

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 

井冈山精神 《星星之火》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 
发展 

专题一 
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

地位 

3 苏区精神 《送郎当红军》 

4 长征精神 《长征组歌》 毛泽东思想的主要 
内容和活的灵魂 5 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放光辉》 

6 延安精神 《延安颂》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7 抗战精神 

《国民革命歌》《松花江上》 
《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 
《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 
《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

形成依据和总路线 
专题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8 红岩精神 《红梅赞》 

9 西柏坡精神 《不负荣光》 

10 照金精神 《北上照金当红军》 

11 东北抗联精神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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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2 

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 

南泥湾精神 《南泥湾》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道路和基本经验 

专题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3 太行精神 《在太行山上》 

14 大别山精神 《歌唱大别山》 

15 沂蒙精神 《沂蒙颂》之《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16 老区精神 《老区红歌颂党恩》 

17 张思德精神 红色歌剧《张思德》 

18 

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 

抗美援朝精神 《我的祖国》 
社会主义改造何以可能 

专题三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 

确立 

19 “两弹一星”精神 《“两弹一星”组歌——江山民心》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 
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专题四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

成果 

20 雷锋精神 《学习雷锋好榜样》 

21 焦裕禄精神 《兰考放歌》 

22 王杰精神 《王杰的枪我们扛》 

23 大庆精神 《我为祖国献石油》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 
思想 

24 红旗渠精神 《红旗渠凯歌震天响》 

25 北大荒精神 《北大荒人的歌》 

26 塞罕坝精神 《大森林记得一棵树》 

27 “两路”精神 《歌唱二郎山》 

28 老西藏精神 《老西藏》 

29 西迁精神 《黄浦江水渭河情》 

30 

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 

改革开放精神 《走进新时代》《亚洲雄风》 
《在希望的田野上》 邓小平理论的主要 

内容与历史地位 
专题五 

邓小平理论 
31 特区精神 《春天的故事》《山情海韵》 

《前面是海》《乘风破浪》 

32 抗洪精神 《为了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主要内容与历史地位 
专题六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33 抗击非典精神 《雄心飞扬》 

34 抗震救灾精神 《生死不离》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背景 

专题七 
科学发展观 

35 载人航天精神 《祖国不会忘记》《星星与玫瑰》 

36 劳模精神 《中国梦·劳动美》《劳动模范》 
《筑梦英雄》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 
内容与历史地位 37 青藏铁路精神 《天路》 

38 女排精神 《阳光总在风雨后》 

39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 

脱贫攻坚精神 《小康路上》《和你在一起》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 
专题八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基本特征 

40 抗疫精神 《同样的爱》 
抗疫版《这世界那么多人》 

在发展中保障和 
改善民生 

专题九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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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41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 

“三牛”精神 《三牛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党百年奋斗的主题 
专题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 

42 科学家精神 《薪火》 

43 企业家精神 《奋斗的荣光》 

44 探月精神 《星光》 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

能力实现伟大梦想 45 新时代北斗精神 《中国北斗》 

46 丝路精神 《新华丝路》《敦煌飞天》 
坚持习近平外交思想 

专题十一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融入步骤如下：第一步，“寻”，思政课教师引导学生通过网络、访谈、调研等寻访与教学内容相

关的红色歌曲，增强学生的参与积极性，真正体现以学生为本位；第二步，“赏”，借助音视频资源让

学生欣赏红色歌曲，以小组活动等形式让学生深度讨论、分析、探究红色歌曲背后的人物、事迹、历史、

故事；第三步，“学”，以小组汇报展示、教师评析总结等形式，将红色歌曲与当今时事热点相连接，

引领学生通过红色歌曲学习理论知识，融通历史与现实；第四步，“唱”，学生自学与集体学习相结合，

师生共同唱出红色歌曲，增强课堂教学的感染力与生动性；第五步，“思”，引导学生思考红色歌曲的

精神内涵、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吸收；第六步，“用”，学生将红色歌

曲蕴含的精神力量与思政理论知识转化为自身行动的科学指南，指导自身学习、生活及实践，树立远大

的人生目标。 

3.2. “以歌促践”：红色歌曲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 

以红色歌曲为载体进行实践教学，引导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歌曲主题教育活动，巩固思政课堂

教学成果。如举办校园红歌赛、红色音乐剧比赛等，学生摘抄红歌歌词、描绘红色歌曲手绘报、书写红

色家书，挖掘并宣传学校历史中的红色文化、红歌元素，校园广播在重要节日、纪念日播放红色歌曲及

其背后故事，使学生沉浸在学红歌、唱红歌、用红歌的过程中，感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蕴含的中

国气派、责任意识、理想之美、思想之美、奋斗之美、创造之美，心怀国之大者，坚定文化自信。 

3.3. “以歌为媒”：红色歌曲融入新媒体平台 

引导学生结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时事热点改编歌词对红色歌曲进行新唱，拍摄红色歌曲配乐的短

视频，在新媒体平台上分享，借助网络平台开展红歌接力唱(对唱)等。思政课教师推出线上红色歌曲微课，

打造网络媒体新课堂，建立校园红色网络阵地，打造线上线下全方位育人格局。 

3.4. “共富交响”：红色歌曲融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基于红色歌曲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挖掘地方红色歌曲资源，充分运用红色歌曲蕴含的理想

信念、价值追求、团结进取、高尚情操、优良作风等，为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文化力量，提

出助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建议，为共同富裕之精神富有贡献智慧，奏响共富交响乐。 

4. 结语 

红色歌曲与思政课教学的深度融合，为思政课拓展了生动、可感、史料丰富、精神饱满的资源，使

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使思政课去单调、改刻板、解乏味、提新意，激起教师与学生的情感共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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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碰撞，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与趣味性，推进党史学习教育长效化与常态化。红色歌曲融入高校思政

课，实现音乐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是推进思政课程教学改革、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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