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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进文化成果，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资源。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 (2012~2022)年间的文献数据为依据，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内容分

析法，并结合Excel数据统计方法对其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研究。可知，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关于“红色

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并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仍存在着研究范围狭窄、文化价值挖掘不深、对策研究有待完善等问题。对此，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

挑战，肩负着红色文化需要传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创新的使命与任务，我们必须着力解决现实困

境，优化扩展实践路径，深入挖掘价值意蕴，从而形成教育合力，引领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与信仰，

促进红色文化的弘扬与传播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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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culture is the advanced cultural achievement of the Chineseization of Marxism, and is the val-
uable spiritual wealth of our country but also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data of China Know-
ledge Network (CNKI) during 2012~2022, and adopt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an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nd combines with Excel data statistical method to analyze and study research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 which shows that in recent years, academics have carried out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research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d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have achieved quite fruitful research re-
sults,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narrow research scope, insufficient exploration of cul-
tural value, and countermeasures to be improved. In this regard, in the face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new era, we must undertake the mission and task of inheriting red culture and 
innov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must focus on solv-
ing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ptimize and expand practical paths, and deeply explore value implica-
tions, so as to form educational forces and lead students to establish lofty ideals, beliefs and be-
liefs. Promote the promo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red culture and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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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大思政”建设环境下，全面推进思政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贯彻落实党的

教育方针以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与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高校

思政工作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具体表现为：从深度

上讲，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努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内

容创新、方式创新；从广度上讲，深刻把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思想政治

教育的新要求，努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而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展开革命斗争这一优良传

统的传承与发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红色文化精神和资源。所以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始终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自己基本准则，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自己的创造

性和创新性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这对更好地发挥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功能和增

强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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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 研究方法 
为更全面、客观地考察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入程度与现状，并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

展望，通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将检索到的有关文献内容进行整理、分析和归纳，并兼之以 Excel 软

件作定量与定性的系统综合分析。其中，量的分析主要包括文献年度发文趋势和年度发文量，质的分析

主要包括关于红色文化的内容与特征研究以及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路径选择和

价值意蕴探析。 
(二) 数据来源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选择高级搜索，以主题为检索项，检索时间设定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首先将主题设定为“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共检索到文献 1953 篇，接着又将主题设定

为“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共检索到 1295 篇(见图 2)，其中涵盖学术期刊 940 篇、学位论文

156 篇、会议 11 篇、报纸 6 篇等，之后将搜索到的结果用 Excel 软件进行定量分析(见图 1 和图 2)。可见，

学术界对于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研究成果丰硕，而“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研究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党的思想建设体系的丰富而不断创新深化并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处

于初级研究阶段，呈现出不断深化的研究趋势(见图 1)。为了保证研究目的可行性，笔者最终将 940 篇学

术期刊作为样本数据，并基于 CNKI 文献可视化分析，对不同年份对发文趋势及刊文数量进行统计分析，

具体如下： 
 

 
Figure 1. Annual document trend chart of “integrating red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China 
图 1. 我国“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年度发文趋势图 

 

 
Figure 2.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of “integrating red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China 
图 2. 我国“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文数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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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两张图(图 1、图 2)可以直观地看出，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研究领域的发文量

在 2012~2022 年不断增加达到高峰并持续呈增长趋势，其中 2023 年为预测值。新时代以来，在全面深化

改革、从严治党，推进思政建设的过程中，2020 年 4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

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这篇重要文章

中，总书记明确指出德育的作用与价值，并多次在不同场域讲话中反复强调将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提升立德树人的时效性、针对性，以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随着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更加繁荣，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当今的中国不仅

是一个“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时代，也是一个“把我们优秀的中华文明同世界

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时代，因此我们要不断提

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凸显出红色文化对于牢固树立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以及培养时代新人的重

要作用，而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主阵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此，以“红色文化融入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又一创新理论成果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发文量也显著提高，但其研究深

度和广度都存在有所扩展提升的空间。 

3. 质的研究与分析 

在厘清年度发文趋势和发文数量的基础上，需要深入挖掘整体的内容逻辑。因此笔者除了对样本文

献进行量的分析以外，还对样本文献的内容进行质的分析，得出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红色文化的内容构成与特征研究、红色文化融入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研究、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以及红色文化融入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研究。 
(一) 关于红色文化的理论阐释研究 
“红色文化”的概念于 21 世纪提出以来，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引起相当大的研究热潮风波，许多学者

将目光投向“红色文化”研究中，因此，有关红色文化概念内涵、层次结构、特征特定、实践区域、表

达与价值方面的内容成果相继出现，但质量参差不齐，学者观点冲突不一、论证岐见纷呈[1]。 

1) 关于红色文化内容构成基本概念研究。根据相关文献分析可得出，关于红色文化的内容构成各学

者持不同观点，但主要包括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和四元论等几种不同的观点。例如，在周宿峰看来，

红色文化的内容构成不应是“多元”的，而应具有一元论的观点。他指出：“红色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

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王专制官

僚政策的基础上，不断选择、融化、整合中外优秀文化思想，形成了一种民族的、理性的、以人为本的

纯粹精神。”[2]汤红兵对此持二元对立的看法，认为：“红色文化可分为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硬件是指

历史遗迹，如革命年代的遗迹、遗址、遗物和随后建造的纪念碑、纪念馆等；软件是指革命历史的记录，

包括革命事迹、革命文献、革命文艺等，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革命精神。”[3]辛锐提出了“红色文化三元

论”，他认为：“红色文化是一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三元融合，其中，红色物质文化包

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标志物等实物，也包括在这些实物中留下的大量革命文献作品；红色制度文

化包括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核心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所形成的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红色精神文化指在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形成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精神和革命道德传统等。”[4]李水弟持四

元论的观点，其主要内容包括人、物、事、魂四个方面。其中“人”指在那些在革命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的革命者，以及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先烈们；“物”是指革命者在革命活动中使用的物品，以及他们在革

命活动中居住、作战的场所、场地等；“事”是指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行动和历史事件；“魂”是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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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精神的具体表现，也就是红色精神[5]。 

2) 关于红色文化内容特征基本概念研究。特征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主要指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特别或

特殊的地方，它是指一个事物异于其他事物的地方。深入研究事物的特征，有利于加深对事物的理解。

根据文献分析结果可看出，关于红色文化的特征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即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精

神性与物质性相结合、时代性与人民性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 
第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随伴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了中

国共产党，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毛泽东等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高举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旗帜，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一系列伟大胜利和

革命成果，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新境界。与此同时，红色文化在我们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根植于我们党的历史实践活动之中，

不断释放出永恒的光芒。但是，红色文化要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理解，就必须要付诸于实践。正

如马克思所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

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6]红色文化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转换为一种物质力量，才能更好的推动

社会的发展，掌握人民的心灵，指导中国的实践。 
第二，精神性与物质性相结合。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从社会存在

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意识，才能更好的掌握社会发展规律。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处于一定的社会

关系中，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同样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由意识和物质两种因素

所组成的，物质是红色文化的“本体”，而精神则是其“内核”。离开了精神，就形不成文化事物形态；

离开了物质，也就不能表现出红色精神。红色文化的精神性，就是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

实质、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等，是红色文化的“内核”，它决定着红色文化的性质和方向；红色文化的

物质性表现为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所

形成的革命战争遗址、纪念馆、标志物等物质载体，在这些物质载体上，能够直接感受到中国革命战争

时期所形成的精神实质、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等，他们是文化的“外延”，决定着红色文化的传播与影

响。 
第三，时代性与人民性相结合。马克思曾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

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7]时代是思想之母，红色文化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

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并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完善。自我

党成立之日起，就一直秉持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我们总是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

创造者来看待，始终把人民群众视为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并且一直强调，人民群众是推

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生命力在于为人

民服务，其影响力在于为社会发展服务，我们必须时刻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汲取营养，不断开拓创新。 
第四，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红色文化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在吸收我国本民族优秀文化传

统的同时，同时借鉴他国优秀文化进行整合创新所得到的结晶。一方面，红色文化是在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实践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且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创新发展，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

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红色文化不是一个封闭僵化的

系统，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保持开放包容、与时代同进步，充分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基础上，不断融入世界文明与交流的发展大道，增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 
(二)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现状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8]而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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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形成的精神财富，其中蕴含的优良革命传统和宝

贵精神财富，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资源。为了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完

成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任务，我们应积极推进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分析研究，可

以直观地看出，目前学术界关于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现实困境、实践路径、

价值取向几个方面。 
1) 关于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研究。红色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将

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教育中，有利于提升思政工作的实效性、价值性，坚定青年学生的理想与信念，增强

中国民族的文化自信与自强。但是，目前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仍存在着不足，比如：教育

主体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不够深刻、教育客体对红色文化的认同不够强烈、教育方法运用不够灵活、教育

内容融合程度不够深入。因此，要想让红色文化在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必须紧

紧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努力提升教育主体的文化素养、增强教育客体的文化认同、优化教育方

法的高效运用、提高教育内容的融合程度，从而充分挖掘红色文化的红色资源，彰显红色文化的时代价

值。 
首先，教育主体方面存在着文化素养不足的现象。教育主体作为课堂上红色文化资源与思想政治教

育知识的主要传播者与宣传者，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目前部分高校的思政政治教育老师的整体素质

与能力不高，红色文化素养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导致课堂教学形式缺乏生动性和亲和力，学生的参与

感不高。而认为出现以上情况，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选

拔标准有待改进，当前部分高校思政教师的选拔标准，更多地侧重于学生的专业素养，对思政教育的主

体所具有的红色文化知识缺乏系统的组织培训；二是部分高校思政教育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通

常以单一的课堂教学形式传授知识，其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三是高校思政教育主体的教学研讨机制

不够完善，在研讨过程中，仅限于围绕教材内容和授课对象进行一些浅层次讨论，缺乏对教师红色文化

知识体系建构、红色文化应用与课堂教学等深层面上的探讨。 
其次，教育客体存在着文化认同不深的现象。教育客体作为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接受者，

在其宣传与传播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大学生对于红色文化的认知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一方面，由于目前网络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大学生更多地沉迷于网络中，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

影响下，逐渐对一些“亚文化”产生兴趣，从而冲击了红色文化作为一种优秀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

重要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教育领域“内卷”现象比较严重，面临着升学、就业等压力，学生们更

多地注重于自身能力的培养，而将红色文化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认知上，缺乏深层次的认知与交流，从

而导致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存在困境。 
最后，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存在着运用效率不佳与融合程度不高的现象。教育方式作为一种联结教

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的中介与桥梁，直接影响着教育结果的效果。合理有效地运用好教育方式，对于红色

文化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当前大部分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育主体大多采用

传统的教学方式，以灌输式教学方法为主，这种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主，学生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在

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缺少有效的互动，反而会让学生觉得内容枯燥无味，参与感低，对红色文化的学

习热情不高等。另外，主要以理论教学为主，缺乏实践活动。部分高校对红色文化的宣传主要是以理论

知识的宣讲和相关书籍、报纸、杂志等形式为主，缺少相应的实践活动，很少组织一些参观红色文化遗

址、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使得学生很难获得更深层次认同感和归属感。习近平指出“没有理想信念，

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9]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红色文化有着不可

替代的重要地位，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宣传与传播的主阵地，高校应该对红色文化有系统的、深入的、全

面地了解，发挥其教育引导功能，帮助大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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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高校存在着一些现象，一方面，高校思政教师对红色文化深层次的内涵与价值认识存在不足，

缺乏自我思考与反思，经常采用“拿来主义”的思想与做法开展教育活动。另一方面，高校思政教师不

懂得因材施教，没有更好地将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实践活动进行良好的衔接。在具体的融

入过程中，融入的内容呈现出碎片化和无组织性，因此对于教育目标的实现产生很大的影响。 

2) 关于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宝贵资源，为了更好地

散发其真理的光芒，高校应该从多方面、多领域、多层面将红色文化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不断增强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时代感。而对于如何将红色文化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学界观点不一。黄艳

认为：“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从打造传统课堂、加强学科融入、丰富教育形式、开展实

践活动、创新传播方式以及加强校园建设等六方面推进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融合。”[10]
卞成林认为：“应该加大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他从创新课堂教学，加强价值引领、

创新活动形式。重视社会实践、创新文化载体，传承红色基因、创新传播途径，激发时代活力四方面将

红色文化有机地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11]因此，面对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应该从建章立制、开疆扩土、润物无声三方面推进红色文化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实施。 

3) 关于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研究。红色文化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文化资源，因此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把红色文化传承好，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

色精神弘扬好。张有武认为：“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提升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素养，

坚定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以及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增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实效性。”[12]所以，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

的主阵地，要积极发挥红色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作用，通过红色教育进一步坚定大学生的政治立场，使

其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同时，丰富思想教育资源，加强内容多元性、拓展思政政治教育形式，

为完善大学生人格、培养优良道德品质提供精神支柱和精神指引。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根据分析研究结果可看出，当前，学术界对于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较为丰硕，

但在现实实践中，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比如在载体建设上，红色文化

资源的挖掘不够充分，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体系；在宣传利用上，部分高校对红色文化资源挖掘不够

深入、挖掘过程中缺乏主动性，导致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教育中的利用率不高；在宣传方式上，红色文

化资源宣传形式较为单一，没有形成系统性、创新性的宣传模式。为此，我们要积极探索实践路径，促

进红色文化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去，发挥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紧紧围绕弘扬红色精神的主旋律，利用好红色资

源价值，构建“三全育人”的格局，将红色文化更好地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方式与载体

中，发挥红色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培养新时代更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新青年。因

此，为了更好地推进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笔者认为还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优化。 
一是研究对象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就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大多关注于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的困境、路径和价值，而对红色文化本身价值的研究不足。红色文化作为一种革命文化，有着深厚的

历史底蕴与精神内涵，因此，我们应该不断深化对红色文化的理论研究，进一步厘清红色文化的价值内

涵，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系统的红色文化内容体系，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是缺乏系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从目前的学界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对于红色文化的学习主要是通

过一些思政课程的教授为主，没有开设专门的红色文化学习课程，处于一种浅层次的认知中。另外在课 
堂上，主要采用灌输型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参与感不高，把一些实际活动当作消遣娱乐，大多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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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没有发挥实际的作用。 
三是跨学科研究有待进一步提升。从目前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者们更多的倾向于研究红色文化

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耦合性，而对与其他学科的融入研究相对较少，比如心理学、历史学等。因此我们应

该多角度、多层次、多领域地推进红色文化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综合多种学科的教学方法，积极运

用多种学科的教学知识，推进红色文化传承与利用的方法与策略进一步落细、落小、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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