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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客观要求将红色文化融

入高校专业课程思政。专业课程作为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应通过有机整合红色文化资源，畅通融

入课程思政的路径，合理挖掘红色文化思政元素，创新利用红色文化开展课程思政等方法，以实现盐融

入水、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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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good use of red resources, carry forward the 
red tradition, and inherit the red gene. It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to integrate red cultur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ba-
sic carri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courses should organically 
integrat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smooth the path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reasonably explore red cult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innovatively use red cul-
ture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o achieve salt integration. Water and moistu-
rizing have a silent education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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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色文化是指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的解放与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历史实践过程

中凝结而成的观念意识形态，是党、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是党的

价值追求和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生动体现[1]。专业课程作为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在新时代背景下，

将红色文化融入课程思政，推进红色传统弘扬与红色基因传承，是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贯彻立德

树人要求的必然选择，对于高校专业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又红又专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2. 围绕专业课程思政内容有机整合红色文化资源 

按照《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课程思政建设内容要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

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突出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

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红色文化融入专业课程思政，应结合不同专业课程特点、

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有机整合红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课程思政内容，以有机融入课程教

学，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2.1. 内外结合系统梳理红色文化资源 

应根据课程教学需求，系统了解、梳理、挖掘驻地红色文化资源、校本红色文化资源、专业红色文

化资源等三类资源，有选择性的筛选资源，为红色文化融入专业课程思政建立坚实的资源底座。在驻地

红色文化资源方面，要围绕党史、军史、革命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发展脉络，

对学校所在地及周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在校本红色文化资源方面，要围绕院校独特的发展历

史，梳理曾涌现出革命人物、英雄模范、感人事迹以及所蕴含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专业红色文化资源

方面，要按照专业发展的历史脉络，深入挖掘专业学术史料，梳理专业发展重大历史事件，整理对推动

专业建设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务、典型事迹及独特的科学精神。 

2.2. 搭建线上线下红色文化资源平台 

线下红色文化资源平台，主要指驻地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党和国家红色基因

库，以及学院校史馆、专业史实馆等承载红色文化的场地设施；线上红色文化资源平台，主要运用数智

物云等技术，将驻地、校本以及专业红色精神资源与物质资源数字化，建设线上红色文化展示与交互平

台，支撑友好交互，实现资源共享与在线运用，提高红色文化资源在课程思政中运用的可用性、高效性。

通过线上线下资源平台的结合运用，为专业课程思政提供泛在性、多维性、交互性相融合的资源支撑。 

2.3. 区分类别建立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库 

红色文化融入专业课程思政，需要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适应课堂教学的信息资源数据。应根据课

程思政理想信念、人文素养、人格发展、科学精神、家国情怀等思政方向，结合专业课程特点及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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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差异，区分文本、图形、图像、音频、视频、电子图书、虚拟场景以及动画等多种形式，建立起红色

文化思政资源数据库，为专业课程思政实践提供丰富多样的选择。 

3. 整体设计红色文化融入专业课程思政的路径 

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要落实到课程教学各方面，贯穿于人才培养各环节。红色文化深度融入课程思政，

需要畅通从教学设计到教案、教学内容的融入路径，实现从课程教学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的全面落实。

[2] 

3.1. 进入教学设计 

课程教学设计是课程教学组织实施的基本依据，明确了课程的地位性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

学策略、教学计划、教学保障等内容。红色文化融入专业课程思政，首先需要贯彻落实到教学设计中。

具体来说，在教学目标中，红色文化育人的目标要融入课程思政目标，课程思政目标要聚焦到课程教学

素养目标中来；在教学策略中，要贯彻红色文化育人理念，把红色文化育人的实践有机融入的教与学策

略；在教学保障中，要充分考虑红色文化资源条件，提出保障需求。 

3.2. 进入课程教案 

在组织课程教案编写过程中，要根据教学目标中的素养目标明确红色；在教学内容中明确红色文化

融入的内容；在教学方法中明确红色文化融入课程思政的具体实施方法；在教学过程设计中，明确运用

红色文化开展课程思政的具体组织实施方法以及教师、学员需要进行的活动；在教学反思中，要对运行

红色文化育人效果进行总结分析，明确改进思路。 

3.3. 进入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具体载体包括教材、讲义、讲稿、幻灯等。红色文化融入课程思政，最终需体现在课堂

教学内容上。可借助案例、故事、实物、虚拟场景等多种手段，通过讲解、角色代入、虚拟模拟、情境

体验等方式，将红色文化内容融入课堂，分析其背景、历史意义、时代价值等，以寓理于史、寓理于情、

情理交融，从情感上、思想上、行为上打动学生、影响学生。 

4. 合理挖掘红色文化蕴含的专业课程思政元素 

当前，红色文化融入专业课程思政，存在随意性、机械性和碎片化嵌入的现象，导致学生无法实现

认知上的升华，而刻意嫁接还容易让学生产生逆反心理，降低思政的效果甚至专业课的吸引力。因此，

需要课程老师，深入理解红色文化资源内容，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有机契合并融入

教学内容，才能实现思政盐融入水的效果。 

4.1. 区分红色文化呈现类型整体挖掘思政元素 

主要根据专业课程教学需要，按照红色文化所呈现的形式与载体不同，进行系统性挖掘，改变思政

元素的无序化、分散性运用现象，解决思政元素在不同专业课程之间使用雷同问题，提升课程思政育人

整体质效。[3]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类是精神谱系思政元素，如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英模人物或英模群体所塑造的精神；重大历史活动或事件所形成的精神。第二类英模人物故

事思政元素，主要包括革命人物、科学家、红色英模典范等的感人故事、先进事迹以及革命足迹等；第

三类是专业红色史实元素，主要包括专业在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感人历

史事实；第四类是红色历史实物元素，主要包括革命战争时期保留下来的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文物，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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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或表征革命历史的物质载体等。 

4.2. 区分专业课程性质挖掘应用思政元素 

不同的专业课程有不同的思政目标，应在思政目标的牵引下，围绕课程思政内容，融入具有差异化

的思政元素，避免千篇一律、相互雷同，肤浅而不深入。[4]比如，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类专业课程，

要围绕要帮助学生了解相关专业和行业领域的国家战略、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

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世济民、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等思政目标，挖掘老一代革命家在

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思想、管理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元素。再如教育学类专业课程，要

围绕培养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等思政目标，挖掘

革命教育家的思想、教学育人英模故事、战争年代艰苦办学历史等思政元素。只有紧紧依据课程思政内

容与思政目标，差异化挖掘利用思政元素，才能有效防止“贴标签”“两张皮”现象发生。 

5. 注重创新红色文化融入专业课程思政的方法 

新时代高校学生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乐于接受新事物。红色文化融入高校课程思政，应摆脱单纯

的说教模式，采取学生喜闻乐见、参与感强、互动交流好的方式，将红色文化有机的融入专业课程思政，

做到与时俱进，满足学生渴望与需求。 

5.1. 故事式融入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发生过很多展现理想信念、革命精神、优良作风的感人故事，这些是红

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课程思政的生动资源。在专业课课程思政实践中，教师应打破“一言

堂”“我讲你听”等教学模式，结合课程知识点，考虑课程教学目标与大学生知识体系、能力提升、情

感与价值观塑造等多方面需要，选择合适的红色故事，采取“学生讲老师评”“红色故事汇”等多种方

式，将优秀共产党人的先进事迹和红色精神传递给学生，与学生一起讨论、感悟故事蕴含的智慧与精神

力量，实现专业知识学习与能力素养培育的同向同行。同时，教师可鼓励学生结合课程内容，去读故事、

悟故事、说故事、演故事，鼓励青年大学生做红色故事的讲述人、红色精神的传承者。比如，艺术类专

业课程可以将重要历史事件、典型英雄人物、地方特色文化等作为艺术创造、作品设计的题材，把教师

教学的过程变成“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课堂，让学生在完成作品的过程中深入了解

选题背后的红色历史，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红色文化传承的目的。 

5.2. 情境式融入 

情境式融入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以学习者为认知主体，创造呈现红色文化的课堂教学环境，

从情境、协作、交流和意义建构等方面展开课程思政。可以结合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角色情境模拟、

情境演示、案例模拟等多种方式，展开课程思政。特别是，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

展，使红色文化的场景、情景的制作与运用变得更加快捷高效。实施情景式融入，要善于运用信息技术，

打造红色文化情境，将学员带入特定场景、特定事件的虚拟现场进行分析，实现沉浸式体验，强化代入

感和思想、情感互动，把认知活动和情感活动链接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提高课程思政质效。比

如，在军事类专业课程教学中，建构典型战例作战情境，代入各类角色，协作解构作战过程与经验得失，

结合新的战争形态，交流心得体会，剖析对新时期备战打仗的借鉴意义。 

5.3. 探究式融入 

探究式融入是以学生对红色文化内容所提问题为起点，引导学生以理论思辨、案例分析、文献爬梳、

质性访谈、参与式观察、大数据挖掘、研讨交流等方法，开展问题导向的研究式教学，让学生在与同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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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辨明价值理念，在协作分工中培养团队精神，在师生互动中解答困惑，在合作探究中由已知生发

新知；在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更深刻领悟红色文化的历史背景、产生原因、发展历

程、时代价值与启示意义，更自发的形成践行觉悟，实现主体对于知识意义的建构，促进外部因素对主

体红色思想与精神的反哺与塑造。比如，在工科类专业课程教学中引入“铁人精神”开展课程思政，可

引导学生探究铁人精神产生的国际国内背景、产生过程、内涵实质，思辨铁人精神与工匠精神的异同，

研讨在新时代大国博弈背景下，如何传承弘扬铁人精神，推进国家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 

6. 结语 

将红色文化融入专业课程思政，是高校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推进立德树人、培养又红又

专人才的根本要求。专业课程教学，应紧密结合课程特点与教学目标，有机整合红色文化资源，推进其

进入课程教学设计、教案及具体教学内容，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所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采取故事式、情

境式、探究式等方式融入教学，提高课程思政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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