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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 陈培杰 聂邦军

摘 要：红色文化是高校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资源。红色文化是开展高校学生党员理想信

念教育的重要载体，可以促进学生党员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涵养道德品质、培育文化自信、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应通过打造红色文化融媒体教育平台，构建立体红色文化教育模式，增强红色文化的青年

化阐释，将红色文化有效融入高校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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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

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

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P40-41）红

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中

外优秀文化创造的先进文化，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

和广大民众不惧牺牲、拼搏进取、奋斗不息的伟大精

神，蕴含着不断推动社会进步和“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理想信念，不仅是中国人民价值观念体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更是凝聚国家力量和社会共识的重要

精神动力 [2]，为培育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强大助力。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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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灵魂，理

想信念教育是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将红色文化融

入高校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用红色基因为高校

学生党员补“钙”壮“骨”，是加强高校学生党员理想

信念教育的重要途径。

一、红色文化与高校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

内在联系及其价值维度

红色文化指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在实现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

实践中形成的先进文化。红色文化是高校学生党员

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资源。

1. 红色文化与高校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内

在联系。首先，红色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具有鲜明

中国标识的先进文化。红色文化具有丰富的中国精

神底蕴，是我国主流价值取向的重要体现，亦是高校

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资源与精神动力。其

次，红色文化是高校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

载体。红色文化可以促进高校学生党员深入领会革

命精神，积极传承革命理想信念，进一步明晰自身所

担负的历史使命。再次，红色文化是新时代增强高

校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实效性的重要依托。文化

自信是“四个自信”的根基，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

重要源泉之一。依托红色文化着力营造红色文化教

育氛围，培养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可以有效提

升高校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

2.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

重要作用。一是促进高校学生党员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高校学生党员群体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

时期，在思想与心理层面呈现出可塑性与矛盾性并

存的特征。部分高校学生党员存在着理想信念不坚

定的“精神缺钙”问题。红色文化中的物质文化与非

物质文化均具有鲜明的政治标识，具有较高的政治

教育价值。红色文化蕴涵的拼搏精神、担当精神、奉

献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等核心价值观念，可以引导高

校学生党员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素养，具有重要

的政治导向价值。二是涵养高校学生党员的道德品

质。组织和动员广大知识分子深入革命老区及民族

地区，可以促使他们深入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与革

命文化的发展历程，牢记红色政权从哪里来，深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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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加强道德

修养是党员的必修课，通过探寻红色记忆、感受红色

历史等方式，可以让高校学生党员深入领会红色文

化蕴含的革命理想，涵养自身的道德品质，不断坚定

理想信念、提升道德水平。三是培育高校学生党员

的文化自信。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红

色文化具有百年历史积淀，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

成的体系化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资源已经成为

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有利

于引导高校学生党员传承革命精神，培育红色基因，

坚定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自觉抵制国内外各种敌

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四是厚植高校学生党员的爱国

主义情怀。爱国主义教育是理想信念教育的根本内

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红色

文化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进行革命传统

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最好

素材，可以厚植高校学生党员的爱国主义情怀，具有

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

二、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

育的实践路径

1. 打造红色文化融媒体教育平台。当前，我国

红色文化教育资源整合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

红色文化资源总量较大，但在教育资源聚合层面缺

乏统一的融媒体教育平台。二是红色文化资源多以

革命遗址（遗迹）、红色影视、红色故事等传统方式

“散点式”呈现，导致红色文化宣传与教育缺乏聚合

性、创新性、实效性和整体性。三是红色文化的物质

文化资源多形成于革命与建设的历史时期，具有不

可再生性，亟须我们构建红色文化传播的机制与平

台，提高红色文化教育的实效性与可持续性。将红

色文化融入高校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应构建红

色文化融媒体教育平台，通过多种平台、多种载体、

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弘扬红色文化，将红色文化渗入

高校学生党员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融媒体旨在充

分利用各类媒介载体的特点，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进行创新融合，使各类媒体通过整合实现“资源通

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最大化发挥各

种媒体的优势。打造红色文化融媒体教育平台，实

现红色文化资源在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场域等

层面的互融与互补，有利于红色文化在高校学生党

员群体中形成高效传播。首先，高校大学生群体中

存在网络集群效应，因此充分利用纸质媒体、网络媒

体、自媒体产生互补效应，能够有效弥补单一化媒体

在红色文化传播和呈现等方面的欠缺。其次，红色文

化融媒体教育平台能够突破时间、空间等因素对受众

群体的限制，提升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在青年群体中的

传播效率。再次，构建红色文化融媒体教育平台有利

于改善红色文化“离散传播”状态，有助于建设具有历

史保存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库。

2. 构建立体红色文化教育模式，镌刻高校学生

党员的红色记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先后多次考察革命圣地，强调要让红色精神在新时

代绽放新的光芒。中华民族的红色记忆彰显着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红色记忆与红色历史是高

校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最好的教科书。一是着力

为高校学生党员讲好中国故事，引导他们深入了解

中国成就，增强中国自豪，培育中国精神。二是构建

“理论解析+场域体验+情感反馈”的立体红色文化教

育模式，丰富红色文化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增强红色

文化教育的实效。三是激活红色文化符号的载体价

值。红色文化符号是承载红色文化精神的载体，亦

是唤起红色记忆的重要方式。要充分利用物态及非

物态的红色文化符号，镌刻高校学生党员的红色记

忆和红色情感，坚定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3. 增强红色文化的青年化阐释。加强红色文化

的青年化阐释，一是在红色文化教育过程中要重视

研究高校学生党员群体的认知特征、学习习惯、性格

特点。二是要着力探索易于高校学生党员参与和接

受的教育方式方法。三是要引导高校学生党员将红

色文化精神外化为个体自觉行动。将红色文化融入

高校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一定要跨越“话语与思

维方式的鸿沟”。应以高校学生党员群体的基本特

征为切入点，正确认识与把握他们的认知规律、思想

动态和行为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应在确保

红色文化核心内涵精准传达的基础上探索为高校学

生党员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积极探索红色文化生

动化、通俗化的传播方式，使红色文化“润物细无声”

地融入高校学生党员的学习与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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