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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革命文化承载着铸魂育人的功能。正确认识

并准确把握革命文化教育在丰富教学内容、培育情感价值、培养堪当大任的新时代青年等方面所起到的

作用，有利于进一步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同革命文化的融合机制，拓宽育人路径，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育人实效性，充分发挥思政课程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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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universities is a key course for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Revolutionary culture carries the 
function of educating people.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and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role of revolu-
tionary culture education in enriching teaching content, cultivating emotional value, and cultivat-
ing young people who are worthy of great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new era is conducive to further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nd rev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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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ry culture, expanding the path of education,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education, and fully exerting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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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融入革命文化，有利于充分发挥思政课程育人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讲话中强调，“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2]。革命文化在内容、情感价值目标、功能契合方面与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脉相承，是思政课铸魂育人、不可或缺的重要养分，给予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丰富

的教学资源。 

2. 内容上相互融合 

革命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密切相关，以其历史底蕴、精神特质和实践经验，生动回答了思政课立

德树人的根本问题。革命文化的生成，来自党领导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进行的斗争实践。革命文化有

多种形态，包含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信仰等诸多要素。不同形态的革命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

课程的各个环节，不仅使教学更加营养、鲜活、真实有据，还可以培养学生对革命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使学生对革命精神有更好的认识和传承。既能保证思政课立足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青年学生理

想信念教育、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又能推动思政课实践创新、推进思政课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与革命文化的融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在价值关联，另一方面是

内容互补。 

2.1.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革命文化的内在价值关联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思政课加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

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3]。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认知，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

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

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

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4]而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革命文化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始终保持着旺盛活力。 
革命文化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历史，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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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革命文化萌生于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与党和人民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相关联。通过革命文化教育，帮助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内心坚定党的领导，理解历史和人民为什

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弘扬革命文化，增强对革命精神、革命理想的弘扬，有效激发青年学生对革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实现以文化人、增强文化自信的功能。 

2.2.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与革命文化内容互通 

革命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着共同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两者融合，极大丰富了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教学资源，也有利于提升教学的实效性。“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

讲深、讲透、讲活”[5]，利用革命文化诸多形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创新，有效融合革命文化各

要素。如革命文化中的革命遗址、教育基地、文艺作品等都承载着一定的教育内涵，通过实地教学、文

献阅读等方式，引导青年学生在自主实践探究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培养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

情操，实现构建多元主体的思政课实践育人体系，推动理论与实践、书本与现实的有机结合，从“大水

漫灌”到“精准滴灌”。 
革命文化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容上相互补充，也丰富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以“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为例，革命文化的形成贯穿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实践历程，在课程讲授中，穿插历史故事、

历史人物讲述、革命文艺作品的赏析、以及党在各个时期形成的政策、纲领、路线等内容的解读，讲述

革命文化所蕴含的党的精神基因和力量源泉，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孕育出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

征精神等革命精神，让学生自觉产生身份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 

3. 情感价值目标一致 

弘扬革命文化，“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到弘扬好、继承好、

利用好革命文化，激励广大青年自觉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革命文化教育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都承载铸魂育人的目标。 

3.1. 培养担当民族大任的时代新人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这是时代赋予当代青

年的重要历史使命，要求他们要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以“小我”融“大我”，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

命运。思政课更需“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拨开迷雾，指明方向，

坚定道路自信。 
革命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精神内涵，包含了对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的

追随、对中国精神的传承与创新，具有强大的价值导向作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

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2]。革命文化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革命文化中革命精神、革

命道德蕴含着共产党人的价值理念、道德追求。真理味道之甜，信仰主义之真，艰苦奋斗、不负人民，

中国共产党人所坚守的革命道德，塑造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引领健康的社会风尚。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加强革命文化教育，是培养担当民族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有效路径。引导青年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高尚道德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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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坚定理想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

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4]不论是革命年代的救国救民的革命先辈，还是投身祖国建设与改革的奋进

者，都为实现中国梦而接续前行。革命理想高于天，革命文化蕴含培养大学生坚定崇高理想信念的丰富

资源。革命文化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面对挫折而又重新奋起的精神支撑，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

内在精神力量。 
革命文化的思想内涵中，蕴含着深刻的革命理想，书写着初心使命。从南湖上的一艘小船，到领航

巨轮，是无数革命先烈的坚守，在初心使命中坚守理想信念，凝聚奋进力量，这些生动事例，激励青年

学生为理想而奋斗，传承革命文化，弘扬中国精神。 
革命文化教育融入思政课程，就是要培养大学生做理想信念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做到真学

真懂真信真用，把所学所感转化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价值追求。 

4. 功能契合 

革命文化，也承载着共产党人永葆初心的精神追求，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与实践品质，对青年

生活实践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4.1. 开展伟大斗争 

夺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胜利，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是近代以来，赢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的重要法宝。 
在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过程中，革命文化绝对不能被丢弃。革命文化自百年党史中生成，见证了百

年奋斗。伟大斗争促生了伟大革命精神，革命精神反过来也为推进伟大斗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量。“红

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

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6]。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从历史的革命文化中积累斗争经验。革命文化中包含着我们党在不同时期的

斗争经验，提供了取得新的斗争胜利的经验借鉴，有利于坚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

信心。 

4.2. 指导实践 

伟大斗争是伟大社会革命的开路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

将革命精神始终坚持和发扬下去。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进入新

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7]。正是革命精神的坚守，坚持伟

大斗争，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取得一系列的伟大成就。新时代的青年应保持革命精神、

革命斗志，自觉担当时代使命，在伟大社会革命中投入到新的伟大斗争。 
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打造和锤

炼自己”[8]。革命文化中蕴含着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9]。青年在投身斗争实践的过程

中，应将自我革命精神践行到底。坚持自我革命，敢于坚持真理，以正确的理论武装头脑。坚持自我革

命，锤炼品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干中磨砺完善自身。坚持自我革命，敢于担当，自觉担负时代

大任。勇于自我革命、敢于自我革命、善于自我革命，是青年在面对复杂的时代局势，实现使命担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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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宝。 
在思政教育中融入革命文化教育，以党的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指导他们的社会实践和人生实践，激励

青年学生传承革命精神，继承优良传统，激励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民立场、投身伟大实践，

不负青春、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5. 革命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路径 

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性高，学生缺乏学习热情，对知识接受程度低。同时，理论学习与日常实践

相脱离，学生对革命文化感悟能力较差，情感共鸣差。革命文化融入思政课程，要保持思政课的“鲜活

性”，有温度、有力量、有活力的引领，教师为引导，学生为主体，发挥革命文化的铸魂育人功能，提

升思政课的育人实效性。 
在教学内容上将“革命文化”分模块有序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拓展知识体系，将革命文化

灵活融入课堂之中，让学生潜移默化地产生文化认同。在备课中，充分利用革命文化，根据课程目标，

到贴合度较高的革命文化要素作为切入点。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可以阐述革命文化中蕴含

的科学规律和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思想基础在革命文化中的契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可以引导学生了解革命先烈矢志不渝的坚守，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过程，理解“四

个选择”；“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可以引导学生了解时代背景，理解党

在不同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则可以选择反映革命人物人格

品质和精神特质的故事作为案例，使学生情感认同、精神升华。 
在教学方式上采用线下课堂教学、线上互动衔接、实践教学相结合。丰富教学模式，线上线下相结

合。拓展线上渠道，建立与学生的良好互动，如网上班级、网络课堂，建设网络课程，围绕每一课时主

题，在网络课堂填充资源，如补充影视作品、革命文学、史料、革命旧址映像，丰富学生线下自主课堂，

也弥补了线下课堂因课堂时间有限而无法呈现更多素材的缺憾；利用好社交软件、微信公众号等，推送

英雄人物事迹、革命文化、一分钟党史故事等，开启线上打卡，利用碎片式学习，将思政课融入日常；

用多样化、多元化考核形式，提升学生在思想政治课程的课堂实践的参与度，让学生更好地将理论知识

灵活掌握，如鼓励学生分享党史故事、读书报告、制作微电影、开展主题讨论等，在活动中不断提高自

身理论和实践能力；实践教学加深学生感受，拓展革命文化教育的阵地，积极利用革命文化教育的社会

资源，讲好革命故事。 

6. 结语 

把革命文化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从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伟大实践中，

引导青年学生重温历史、坚定理想、践行初心。帮助学生充分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文化自信，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

实践。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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