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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

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

前进。”[1]由此，原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三个自信变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文化自信的提出是马克思

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以习近平总书记

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中国人民集体智

慧的结晶。刘云山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

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

中对文化自信的阐述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

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是一种基于理性认识上

的精神成熟度表现。”[2]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

长，它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有着中国生生不息发展的

印记，在今天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和多

元文化环境下，文化自信就表示无论我们处在一个

什么样的文化环境中，无论外来文化对我们国家文

化的冲击有多大，我们都会对我国的优秀文化发自

内心地喜欢它、尊敬它和信仰它。革命传统文化作

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特殊的价值，当代大学生应该加

强对我国革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继承、弘扬和创

新革命传统文化，更应该坚信我国革命传统文化会

焕发出无穷的生命力，迸发出无穷的价值。

一、革命传统文化内涵及其时代意义

“革命文化”范畴，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

论》中提出来的，他当时所讲的“革命文化”指的是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教育两

个组成部分，其基本规定性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的文化。 [3]本文所理解的革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创造出来

的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凝结出的文化成

果，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

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革

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革命历史遗址、纪念碑、纪念馆

等物质形态的革命传统文化，包括革命人物、故事和

事迹等所反映出来的革命精神的精神形态的革命传

统文化，还包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凝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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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革命理论成果的理论形态的革

命传统文化。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

安精神等都是革命传统文化的精髓，革命传统文化

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如何继承、弘扬和创新革命传统文化，是革命传

统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课题，对社会发展具有独特

的时代意义。首先，有利于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

神包含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

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深深植根于革命传统文化

之中。中华民族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

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

神，它根源于革命传统文化，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等，无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情怀，团结统

一、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等崇高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

得淋漓尽致，所以继承、弘扬和创新革命传统文化有

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其次，有

利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当今社会各国的竞争不

仅是经济科技实力的竞争，也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

继承和弘扬革命传统文化有利于让革命传统文化更

好地为人们所知，提升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提升我

国文化自信，使得我国文化软实力大大增强。最后，

有利于增强我国人民的精神力量。文化能增强人的

精神力量，革命传统文化更是如此。革命故事令人荡

气回肠、引人深思，革命精神令人感慨万千、激励人民

奋勇前行，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我们弘扬中国精神、凝

聚中国力量，革命传统文化有利于增强人民的精神力

量，激励人民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二、文化自信语境下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革命传

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1. 弘扬革命传统文化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的爱国

热情。革命传统文化是我国的特色文化，通过对大

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文化教育，促使大学生树立起革

命传统文化自信，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国家

独立、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坚定理想信念，救国救

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对大学生进行革

命传统文化教育，促进大学生树立起革命传统文化

的自信，使他们生能够深刻认识我国革命传统文化

的特色与优势，能够对我国革命传统文化有比较全

面的了解和掌握。大学生在革命传统文化内容的熏

陶和洗礼下，在革命传统文化形式的潜移默化的影

响下，能够领悟到爱国人士身上表现出来的爱国情

怀和爱国行动，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对我国

革命传统文化充满热爱与信心，在这样的情感的驱

使下，大学生把爱国情感转化为实践，更能体会到作

为中华儿女的自豪与骄傲，爱国之情会更加强烈。

2. 弘扬革命传统文化有利于深化大学生的社会

认识。革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创造的。对大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文化教

育，促使大学生树立革命传统文化自信，有利于他们

更好地剖析和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更

好地认识当今的社会，不忘本来，展望未来。对大学

生进行革命传统文化教育，促使大学生树立起革命

传统文化的自信，认同和崇敬这些在革命斗争中表

现出来的伟大精神，对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民主主

义社会而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表示认同

并形成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使得大学生能够以史

为鉴，认真分析各种历史问题，从而更清楚地认识我

们现在的社会，更清醒地明白我们现在的社会应该

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3. 弘扬革命传统文化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个人

素质。文化能塑造人，革命传统文化亦是如此，对大

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文化教育，促使大学生树立革命

传统文化的自信，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

道德修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的思想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大学生要成为真正的人

才，必须全面发展，不仅要有职业能力，更要有理想

信念，有道德修养，革命传统文化作为我国宝贵的精

神遗产，是大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精神食粮。

对大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文化教育，促使大学生树立

革命传统文化的自信，坚信祖国的革命传统文化是

优秀的文化，在今天这样的多元文化的环境下，始终

对我们优秀的革命传统文化保持由衷的热爱，能时

时刻刻用革命传统文化来陶冶和鞭策自己。

三、文化自信语境下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革命传

统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

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文化教育是加强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是在文化自信

背景下，更要让革命传统文化深入学生心灵，使大学

生树立起革命传统文化自信，所以探索对当代大学生

进行革命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显得尤为重要。

1. 通过开展校园活动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革命传

统文化教育。一方面，学校可以举办一些有关革命

传统文化的学术活动。比如，学校可以请知名专家

做有关革命传统文化的学术报告和讲座、专家的扎

实的革命知识功底、高尚的人格修养以及吸引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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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讲方式，能使学生更好地认识革命传统文化，对

学生树立革命传统文化自信有极大的推进作用；学

校可以组织学生参加与革命传统文化有关的学术活

动——读书交流会、革命传统文化知识竞赛会、辩论

赛、研讨会、革命时期文学作品朗诵比赛等，通过这

些活动使学生对革命传统文化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激发学生对革命传统文化的创新意识和热爱情感，

有助于大学生树立革命传统文化自信。另一方面，

学校可以举办一些有关革命传统文化的文化艺术活

动。比如，学校可以举办红歌会、诗歌朗诵、革命历

史以小品等艺术形式再现活动，或者举办艺术展览

活动，对革命时期的文化遗产进行展览和宣传，使大

学生积极而饶有兴趣地去感受革命传统文化，从而

在无形之中建立起革命传统文化自信。

2. 通过改进课堂教学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革命传

统 文 化 教 育 。首先，学校应该充分利用“第一课

堂”。“第一课堂”，即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爱党爱社会

主义教育的主渠道，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

党性、政治性、思想性和意识形态性。红色文化教育

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4]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是学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

地，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系统全面地讲授关于革命传

统文化的知识，但是教师的讲课能力和水平必须能

够吸引学生、感染学生、教育学生。不论是在课堂上

与学生的互动、开展有关革命传统文化的活动，还是

独特有效的讲授方式、令同学喜欢的人格魅力等，都

应该使学生乐于学习革命传统文化知识，从而达到

良好的教学效果。其次，学校应有效利用“第二课

堂”。第二课堂，即课外教学，它更注重实践性，教师

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有关革命传统文化的实践活动。

比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去革命文化圣地考察实践，

在教师的带领下，学生通过实地感受革命时期英雄

人物的崇高品质，体验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等人的

艰苦生活，可以更深切地体会革命传统文化的魅力，

更有利于树立革命传统文化自信，比如“重走长征

路”等非常有意义的革命传统文化教育方式，都说明

了“第二课堂”的重要作用。最后，学校应创新教育

教学的新模式，利用好网络课堂，网络课堂是新时代

下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型的教育教学方式，学校可以

开设有关革命传统文化的网络课程让学生加强学

习，可以在学校红色网站、微信公众号、“易班”上添

加更多的关于革命传统文化的内容，可以建立更多

的网络交流平台让学生畅所欲言，交流革命传统文

化，同时要加强网络管理。通过发挥“第一课堂”“第

二课堂”“网络课堂”等各自的优势，让大学生更加了

解革命传统文化，更加热爱革命传统文化，树立革命

传统文化自信。

3. 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革命传

统文化教育。首先，学校可以加强校园物质文化建

设。学校可以通过营造革命传统文化的氛围和环

境，使革命传统文化无处不在，令学生时时处处接受

革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洗礼，在无形之中树立革命

传统文化自信。比如，在校园里张贴革命时期名人

画像，用名人的革命精神宣扬革命传统文化；餐厅、

图书馆、宿舍、教室是学生活动的主要场所，在这些

地方设置宣传栏、板报等，使革命传统文化生动地呈

现其中；同时还应在校园建造一些与革命传统文化

有关的雕塑、版画、文化墙等建筑物。其次，学校可

以加强校园精神文化建设，通过校风、校训、校徽、校

歌等进行学校精神建设，许多学校精神与革命传统

精神是息息相关的，比如北京大学的爱国、科学、民

主、进步的精神，这些在革命时期名人志士身上都表

现得淋漓尽致，学校应该积极吸收革命传统文化精

华，创造对大学生很有启迪意义的校训等，树立革命

传统文化自信。最后，学校可以加强制度文化建设，

通过制定一些学校制度让革命传统文化深入学生的

心灵，比如，学校应该要求教师教书育人，在教学中

渗透革命传统文化，提高教师的育人能力和水平，使

教师能够准确、生动地把革命传统文化注入学生的

心灵中；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增设一些关于革命传统

文化的选修课程，让学生在学习相关课程的同时提

升自己的革命传统文化修养，增强学生革命传统文

化自信；组建弘扬革命传统文化的学生组织，充分发

挥学生会、学生社团等组织对宣扬革命传统文化的

作用，使学生树立起革命传统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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