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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信息类行业高校的红色通信精神教育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红色通信

精神教育重视度明显提高，红色通信精神的认同感显著提升。在巩固现有成就的基础上，信息类行业高

校的红色通信精神教育仍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课程体系建构有待完善，教学方式比重有待平衡，资源

整合创新有待突破。信息类行业高校的红色通信精神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结合其专业特色与

优势，探索主要路径。首先是增强红色通信精神教育系统规划，其次是改进红色通信精神教学模式，最

后是推进红色通信资源优势创新。通过开创特色鲜明的红色通信精神育人体系，提高信息类行业高校学

生对红色通信精神宣传教育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切实提高学生红色通信精神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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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nt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the new era,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red communication spirit in information industry univer-
sities. The importance of red communication spirit education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red communication spirit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On the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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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nsolidating existing achievements, there is still significant room for optimization in the edu-
cation of the red communication spirit in information industry univers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propor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needs to be ba-
lanced,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innovation needs to be broken through. The education of the red 
communication spirit in information industry universities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that should ex-
plore the main path by combining its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Firstly, it is ne-
cessary to enhance the planning of the red communication spirit education system, secondly,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mode of the red communication spirit, and finally, to promote innovation in 
the advantages of red communication resources. By creating a distinctive red communication spi-
rit education system, we aim to increase the enthusiasm and particip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in promoting and educating the red communication spirit, and effec-
tively improve their red communication spirit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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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色通信精神是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早期通信

工作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扎根红色通信事业所形成的精神特质，为红色通信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内生动力。信息行业高校特指在信息领域影响深远，具有深厚专业背景和明显办学特色的高等院校。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先后领导创办了一批信息类行业高校，传承和发扬红色通信精神，为红色通信事业

的繁荣和发展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就此而言，红色通信精神与信息类行业高校有着天然的联系、深厚

的渊源，是其传承红色基因、增强文化自信的宝贵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目前为止，学界关于信息类行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系统性研究，留下

深入探讨的空间。基于此，研究如何将红色通信精神更好地融入信息类行业高校的思政教育之中，对于

促进新时代红色通信事业的发展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本文

在分析和总结已有成就和问题的基础上，着重探究信息类行业高校开展红色通信精神教育的主要路径。 

2. 信息类行业高校红色通信精神教育的现有成就 

党在领导我们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开创了红色通信事业，成为

我国高速发展着的现代化信息通信事业的雏形。与此同时在创立红色通信事业的革命探索中又有其自身

的“意义世界”，那就是红色通信精神，红色通信精神与其他精神形态一道奠定了中国革命精神的基石，

融入了民族精神的血脉，是熔铸在中国革命的文化品格。红色通信精神内在包含了自力更生、开拓进取

的创造精神、勤奋学习、迎难而上的进取精神、对党忠诚、严守秘密的坚贞精神和戮力同心、协作奋进

的团结精神。红色通信精神内在地表达了党的通信工作者在战争实践中从“应然”到“实然”的政治品

格和价值追求。信息类行业高校作为通信技术人才的培养基地，有责任和义务加强学生的专业技术素养、

红色通信精神和家国情怀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信息类行业高校的红色通信精神教

育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红色通信精神教育重视度明显提高，红色通信精神的认同感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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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红色通信精神教育重视度明显提高 

作为党的“千里眼顺风耳”的红色通信事业在革命战争时期立下了不朽功勋，取得了非凡成绩。应

运而生的红色通信精神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品格，是一代代通信人

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和理想追求，为信息类行业高校强化人才培养思想根基和战略定力提供了基本遵循，

同时也为信息类行业高校提供了生动而深刻的育人教材。近年来，为扎实推动信息类行业高校党史学习

教育，培养高水平自立自强的信息化人才，将教育成果转化为信息类行业高校高质量发展和人才建设实

效，信息类行业高校普遍增强了对红色通信精神教育的重视程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过雕塑群和挂像等形式凝固了我国通信事业发展的红色基因，为培育和践行红

色通信精神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竖立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长

征路上办学”、李白烈士人物雕像等雕塑群，彰显了寻根红色通信精神的价值旨归。诚如时任校党委书

记的陈治亚所说：“这些雕塑，再现了老一辈革命者在艰苦的环境中，矢志不渝办学育人的伟大精神和

坚强意志。这种精神与学校发展血脉相连，直观定格了学校历史中的发展片段，它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

感染师生，必将振奋和激励一代代西电学子树立崇高理想和目标，奋发图强、永远向上。”2021 年北京

邮电大学在校党委宣传部、校团委的联合指导下，创排了党史学习教育原创舞台剧《寻找李白》。话剧

以李白烈士为原型，讲述了在不同时空情景下寻找李白的故事，按照时间顺序将五个故事巧妙地串联起

来，细致鲜活地演绎出了我国邮电事业拓荒者舍生忘死的民族大义与炽热坚定的理想情怀。时任北京邮

电大学党委书记吴建伟表示，“该剧将党史搬上舞台，为广大师生上了一堂立体生动的思政大课，激励

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力量，奋勇前行。” 

2.2. 红色通信精神的认同感显著提升 

信息类行业高校学生思想活跃，习惯于主动搜集信息并内化，又因其价值体系建构尚未完全成熟，

易受环境因素影响。近年来，信息类行业高校通过一些创新性教育尝试克服学生对传统灌输方式的逆反

心理，通过和谐氛围和集体舆论的创造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学习潜能，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提高

了学生在意识、情怀、思想等方面对红色通信精神的认同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群雕和挂像的形式推动促进了学生对通信史、校史、知名校友的了解与认识。

据调查，学校共悬挂了科学家画像和文化活动照片 690 余幅，院士校友挂像和校史照片挂像 75 幅，能够

同时满足学生对艺术交流与时空对话的诉求，做到了物理空间的展示和精神空间的延伸。学生路过图书

馆及走廊的挂像时，往往为其吸引驻足。参演话剧《寻找李白》的北邮学子，通过人物小传，剧本诵读，

亲身演绎等形式体会革命英模真实平凡又雄伟壮烈的一生，体悟、学习红色通信精神内涵并将其呈现于

话剧舞台之上。话剧展演取得了广泛而又强烈的反响，引发了在校师生对红色通信的热切讨论，不少学

生在该剧的影响下加入红色宣讲团，成为红色通信故事的传播者，还有学生在红色通信精神的感召下投

身军旅，跨越时空延续“电台重于生命”的报国情怀。 

3. 信息类行业高校红色通信精神教育存在的问题 

应当看到，在巩固现有成效的基础上，信息类行业高校的红色通信精神教育仍然存在较大的优化空

间，课程体系建构有待完善，教学方式比重有待平衡，资源整合创新有待突破。 

3.1. 课程体系建构有待完善 

课程体系是支撑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环节，具有涉及范围广、层次丰富、影响持久等特点，是高等

教育中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相当程度决定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信息类行业高校开展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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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精神教育，必须完善它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即相关课程体系。 
一方面，在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发展中，应当把握时代发展要求及学生自身成长特点，及时调整课程

结构，更新教学理念，提高教学质量。但遗憾的是，多数信息类行业高校尚未设置专门的红色通信教育

课程，在其相关专业课程中也鲜少提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息类人才的培养质量。仍有部分高校未开

设红色通信相关课程，而是延续了以往的分科教育和窄口径的课程设置，在强调教育深度的过程中牺牲

了学科历史的厚度，局限于高校优势学科的发展而淡化了对意识形态的引领宣传，致使信息类行业高校

在人才培养路径、学科课程设置、思想体系建设等方面遭遇瓶颈。 
另一方面，教育部的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将课程思政建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战略举措，提出了“在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的要求。但从目前部分信息类

行业高校的课程设置来看，思政课教学和红色通信精神教育衔接得不够紧密。在红色通信精神教育的专

业化发展、红色通信精神教育的课程与教材建设，以及红色通信精神教育的阶梯式、递进式、一贯制方

面的顶层设计，尚存在跟不上、不满足、不符合、不适应的问题。 

3.2. 教学方式比重有待平衡 

教学课堂是高校实施教育活动的基本单位，思想政治理论课因其导向功能和育人功能成为红色通信

精神教育主渠道。但个别信息类行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意识不强，作为构建课堂主体的思政教

育队伍总体较为年轻化，将红色通信教育融入教材，纳入思政课话语体系的能力尚待提高。部分高校教

师遵循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专注追求课堂效率。而一些教师过度依赖信息技术和多媒体，忽略了对思想

教育深层资源的考察研究，课堂教学有时呈现两极分化的现象。 
传统教学模式中知识逻辑的传输完成就意味着教学过程的结束和教师任务的完成，学生个体生命的

存在与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未能充分显现。他们认为只要思想内涵丰富、知识储备充足、课程设计合理就

能确保课程目标的实现，但这往往会加速学生独立探索和主动学习能力的退化，甚至丧失其主体性与独

立性。将红色通信精神教育简单移植到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从而将其学习领悟、人格培养、素质提升、

意志锻炼、能力转化等综合性目标简化为知识传播这一特定性目标，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战斗力

和感召力。 
部分思政教师对于信息技术与多媒体的过度依赖也可能使红色通信教育陷入泛化瓶颈，使其娱乐有

余而教化不足，对红色通信精神要义的理解与阐释浅尝辄止。随着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各大高校特别是

信息类行业高校在进行红色通信精神教育时，会较多地采用 PPT 展示、纪录片和老电影展播等手段。这

些依托于信息技术的课堂教学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学形式，却也使得部分教师陷入过度依

赖现代教育技术的误区。因此，在课堂上，他们更多地关注电脑演绎的形式，忽视了与学生的情感对话，

单纯的人机对话取代了富有生命力的人与人的对话，无法关注到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忽视了学生的内在

发展。 

3.3. 协同育人机制有待完善 

统筹推进高校课程协同育人，是指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发力形成协同效应，在育人过程中增强

协调联动，使各门课程都承担起育人职责，最大程度发挥协同育人效能。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加强各思

政课程与专业课程间协同合作、共同发力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思想政治

理论课是高校育人工作的中心环节和关键课程，高校课程协同育人机制也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础上

建立的，要发挥好思政课程主阵地主渠道作用，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示范引领作用。另一方面，

课程思政为思政课程做补充，隐性教育的显著特征更易于被学生群体接纳，应同样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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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

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

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表明了对思

想政治教育协同联动的总体要求。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存在的价值引领同质效应及其课程内容的差异互

补为高等教育形成协同联动育人机制提供可能。从现实情况来看，一些学校确实在育人过程的协调联动

方面取得了有效成果，但仍有部分信息类行业高校存在学科互动失灵、观念互启乏力、教育互构缺失等

不足。 
从体制机制来看，多数信息类行业高校未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各类课程建设的有效衔接和协

作机制，没有建立起富有针对性的教师队伍培养方略和顶层设计。专业教师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

论、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和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缺乏系统性认识，导致课程思政设计的思想性及创新性不

足。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则对行业知识了解甚少，缺乏和学生的情感共鸣与互动交流，不能深刻掌握思政

教育“三贴近”的理论方法。从教学内容来看，思政教师认为红色通信与信息类课程息息相关，应内在

包含相关建构，无需在理论传导和价值培育等方面作过多强调。而专业课教师则认为爱国教育是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重要环节，教学内容上一定存在切合学科发展特色的课程设计。思政教育与专业课教学沟通

的协同育人机制尚未完全确立，各门课程在教学过程、教育管理等方面各自为政，呈现出条块分割、相

对独立的问题，教育界限分工的不明晰导致红色通信教育出现一定程度的盲区。 

4. 信息类行业高校提升红色通信精神教育的主要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要求，高等学校

的思想政治教育更要扮演好排头兵的角色。信息类行业高校的红色通信精神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增强红色通信精神教育系统规划、改进红色通信精神教学模

式、推进红色通信资源优势创新，实现内涵式提升和外延式拓展上的同步推进。 

4.1. 增强红色通信精神教育系统规划 

第一，调整红色通信精神教育结构。红色通信精神是信息从业者的立身之本、立业之基，行业高校

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加强系统规划和顶层设计，调整思想教育结构，强化红色通信精神的教育实效。一

是应用系统论的观点指导建设信息类行业高校的思想教育结构，避免单一化、集中化的思想教育模式。

必须增加人文社会科学类的课程设置，强化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帮助学生以新的角度和方式理

解红色通信精神。二要强调红色通信精神教育应对不同需求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形成梯次衔接的思想教

育结构以平衡各层次发展需要。红色通信教育必须与专业教育同向同行，开展不同侧重的红色通信精神

教育，为学生从事信息前沿研究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本科为信息类专业的红色通信教育以课程思政为

主，辅以主题教育、校园文化等隐性教育作支撑。硕士、博士阶段均须设置红色通信教育相关课程，重

点加强硕博红色通信教育的学分比重，推进思想教育与学科教育协同发展，形成合理的层次结构，提高

红色通信精神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二，健全红色通信精神教育体系。健全和优化红色通信精神教育体系，明确信息类行业高校红色

通信精神教育与人才培养目标、教育教学质量、科研能力层次、职业发展水平和社会认可度之间的关系，

强调思想教育体系建设对人才培养的基础作用，突出红色通信教育课程设置对人才培养的基石作用，保

障课程体系建构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全面增强红色通信精神的教育效能。信息类行业高校应当

充分挖掘红色通信发展历程中的思政元素，将我国通信领域的革命事迹、杰出案例、突出成就纳入专业

教材，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爱国情怀。同时通过开设中国科技发展史、中国通信史、红色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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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史等相关选修课程，帮助学生建立专业学习的系统化思维，辩证而又积极地看待我国通信发展的历

史、现状与未来，增强建设网络强国的自觉心与自信心。 
第三，构建红色通信精神教育机制。构建红色通信精神教育机制，是信息类行业高校开展红色通信精

神教育的根本保障。红色通信精神教育机制的创建要坚持战略上的前瞻性、内容上的深刻性和形式上的创

新性。以思政课教师为中坚，以专业课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整合红色通信精神教育资源，系统规

划、完善制度、规范管理，推进教育、管理、服务全方位育人，增强红色通信精神教育效能。一方面，要

增强红色通信精神教育的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

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2]在体制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协同联动和整合贯通。

明确“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坚持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明确责任分工和激励保障制度，并落实到具体办法中来。另一方面，要制定

并优化红色通信精神实践教学路径。红色通信精神教育要紧紧围绕信息类行业高校学生的自身优势和发展

规律，找准红色通信精神教育的关注点、切入点、结合点。将红色通信精神充分融入到信息类学生的学习

与生活中来，推动其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价值追求，从而实现红色通信精神的内在价值。 

4.2. 改进红色通信精神教学模式 

第一，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学生思想社会化的基本形式，是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也是红色通信精神宣传教育的主战场。一方面，要推动建立党史、校史、通信史

等红色通信相关的思政内容体系，增进管理人员、专业课教师、思政教学队伍之间的沟通和协作，互相

支撑教学内容设计及课程结合点，构建一套能够保障红色通信精神教育不断取得实效的思政内容体系。

另一方面，要根据信息类行业高校学生的思想、心理、行为等特征，推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

革创新，开创灵活机动、系统科学的教学模式。将信息传递与吸纳反馈过程充分融合，推动实现翻转课

堂，以不同视角剖白红色通信精神的价值意蕴。 
第二，深度融合信息类课程思政。《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专业学位课程占据了相当部分的课程设置和

学分比重，极大程度决定了高校学生未来就业的实践水平。因此，信息行业高校红色通信精神教育必须

深度融合课程思政，解决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孤岛化”等问题，促进学生理解信息行业

对从业人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要求，理解红色通信精神对培养爱国情怀、思辨能力和适应职业

规范的人文素养的积极作用。开展信息类课程思政教学，就是要充分挖掘本门课程客观存在的、科学合

理的红色基因和思政元素，灵活运用专题研讨式、案例穿插式、隐性渗透式等教学方法，潜移默化地引

导学生进行思辨。 
第三，构建立体化交叉评价机制。科学的评价机制是保障红色通信精神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

红色通信精神教育的评价体系必须考虑到自身的特点及规律，按照校内外系统以及多层次参与的形式建

立，以充分考虑教育评价的客观性、综合性和全面性。一是积极推进信息类行业高校系统内部的评价机

制建立。校内评价应当充分整合信息类行业高校学生个人发展、行业需求、办学目标等核心要素，尽可

能多的考虑到学生行为的整体性和多面性。二是借助校外机构的力量，收集就业单位对信息类行业高校

学生的综合看法及评价。评价标准既要涉及思想、态度、情感等精神因素，还要包含能力、业绩、考勤

等具体行为和行为习惯。红色通信精神教育效果的体现必然是滞后于红色通信精神教育本身的，个人精

神意识的内在转化和行为外化也需要在教育后的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所以单次评价的测试结果往往不够

完整、准确，应当在常态化、动态化的条件下进行纵横对比以形成对教育效果的科学评判，构建长效立

体化交叉评价机制，从而达到以评促建的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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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推进红色通信资源优势创新 

第一，深化校史宣传和研究。国以史殷鉴，校以史明志，校史是学校文化与精神的永恒传承，其特

有的辨识度，鲜明的时代性，极强的亲和度与正向的引导力，备受学生青睐。[3]对于信息类行业高校来

说，红色通信精神的形成离不开其深厚的历史背景，若脱离了校史蓝本漫谈红色通信精神，就会变成无

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推进红色通信精神教育必须追根溯源，深入挖掘信息类行业高校的历史根基和演变

历程，提升红色通信精神的育人层次和格调。纵观信息类行业高校的精神文化发展现状，凡是着眼于校

史文化宣传和校内资源运用的高校，往往更具有凝聚力、影响力和创造力，其学生的精神境界和职业素

养也更加适应行业发展需要。深化校史宣传和研究不是仅凭校方或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的，需要充分

融合校内外资源及网络资源，大力提升信息类行业高校学生对校史宣传教育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第二，充实校园文化活动。马克思明确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红色通信

精神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和价值铸造，寓于信息类行业高校的文化载体之中，校园文化也为红色通信精神

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撑和情感背景。信息类行业高校的文化活动应当以红色通信文化为背景，在

遵循红色故事、红色历史、红色人物的叙事逻辑中诠释“通信报国”的价值追求。加强对校园文化活动

的充实与提高，除增设校史长廊、通信展等校园文化景观外，还可以开展文化活动以满足学生对红色通

信的精神期待。 
第三，巩固实践教育成果。红色通信文化为信息类行业高校实践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素材，

培育红色通信精神离不开实践活动。实践教育作为名副其实的“第二课堂”，不能仅仅流于形式，流于

表面，要从学科内容出发，精心组织策划，使学生“想参与”、“有收获”、“真实践”。在充分掌握

时代特征和高校学生思想行为方式的基础上，将红色通信精神的宣传教育寓于生动鲜活的实践当中，促

使学生在自主实践的过程中把握其精神实质，以满足信息类行业高校学生的情感期待与成才诉求。 

5. 结语 

回望革命历史，在红色通信精神的引领下，党的通信工作为党中央决策部署提供了依据，有力保障

了党和人民军队的通信联络和作战指挥，为中国革命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立足新时代，习近平

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建设“网络强国”的宏伟目标，强调要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

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这就对信息类行业高校植根红色通信历史，深挖红色通

信故事，传播红色通信精神提出了内在要求。基于此，研究信息类行业高校红色通信精神教育路径，有

助于引育学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从红色通信精神中

汲取智慧力量，奋力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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