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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文化对于中国来说是极具中国地域特色的宝贵财富。成都地区的红色文化是中国最具代表红色文化

之一。将成都地方特色的红色文化融入地方高校，对于教学育人方面有着更加深入的发展。文章从探讨

红色文化对于思政课教育为出发点，以成都红色文化融入地方高校思政课为依据，从教学内容和教学质

量两个角度说明成都本土红色文化对于学生有着增强文化自信的作用。分别从时间，空间和文化价值这

三个角度研究成都本土红色文化的特点。建议高校教师结合成都红色文化特点来加强教学质量，激励学

生创新课外红色文化活动，鼓励高校带动学生让思政课所学红色文化走出去等形式，以此提高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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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culture is a precious wealth with Chines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for China. The red culture in 
Chengdu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red cultures in China. Integrating the red grammar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engdu into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an in-depth development 
in teaching and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the discuss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red culture, this paper takes the integration of Chengdu Red Cultur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ba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con-
tent and teaching quality, it shows that Chengdu local red culture has the ability to enhance stu-
dent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engdu local red culture 
from time, space and cultural values. It is suggested that college teachers should strengthen 
teaching qualit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d culture in Chengdu, encourage 
students to innovate extracurricular red culture activities, and encourage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to drive students to let the red culture learned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go out,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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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精气神，代表着一个国家对于这个世界的一种认知，一种

态度，拥有一个优质的文化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高度重视对红色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

传承好”。红色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优秀文化品质，红色文化代表着中国近百年来不断努力奋斗，不愿任

人宰割，顽强拼搏，实现自由解放的优秀精神品质。现今中国正以稳健的步伐向世界强国迈进，要做到

文化强国，就必须让国民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到现如今国民素质的大

幅跃升，离不开文化自信、民族自信。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其中最能代表中国精神之一的

就是红色文化。发挥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向国民更深入地宣扬红色文化、红色精神，让红色文

化之花得以在中华大地上绽放。中国各地的红色文化独具特色，富含不同的本土精神，而成都的本土红

色文化就极具代表性。让成都高校的学子深入学习了解成都本地红色文化，学习本土文化精神是培养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极具重要的一门课程，对祖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红色文化融入课堂必要性研究 

随着习近平主席近年来大力强调要发扬我国的红色文化，明确红色文化具有一定的价值，各地方政

府和学校要重视红色文化对学生的教育。郭改玲(2021)从文化是国家软实力角度出发，侧重阐述了地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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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化对中国学子思想启蒙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方面角度论述了因存在中国学子不了解中国地方红色文

化因此受到西方思想的侵蚀，深入的毒害我国学子思想，提出红色文化作为抵御西方思想的免疫力起着

重要作用[2]。曹晓萌(2021)关于闽南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研究，提出了强调闽南红色文化有助于

强化两岸关系维护和平统一，为了扩大闽南文化的影响力可以开发闽南特色文化品牌周边[3]。并提出闽

南不同地域的文化依旧存在差异，不同地域之间缺乏联系，使得无法形成一个完整闽南文化宣传体系。 

2.2. 红色文化在思政课中改进策略研究 

周洪双和李晓东(2021)从问题出发分析出思政课教学中存在重政策忽视地方红色资源的利用，提出详

实可取的方案[4]。刘雪(2021)深入的阐述了山西红色文化在思政课教学的运用。介绍了山西红色文化的

内容特点，另外还谈论到山西红色文化运用到高校思政课的意义[5]。从世界大环境的视角层层递进，深

入浅出，其中提到了山西红色文化的案例，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拓远(2020)从地方政府、高

校各部门、教师课程开发提出了思政课红色文化内容不够，沟通不足，教学不够有针对性[6]。并分别分

析提出解决办法，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线上和线下

相结合等方式。郭俊(2020)分析了思政课本与教学方案类似，缺少生动的案例，本土红色文化则是很好的

选择，针对目前高校思政课红色文化的讲述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三条建议[7]。 

2.3. 青年学子学习红色文化的必要性研究 

徐静堃(2021)重点讨论了红色文化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强调高校 00 后这一代学子综合素质较

高，但存在个人主义意识浓厚[8]。以安源各大高校为例，存在师生对安源地方的红色文化了解不足的特

点，各大高校应宣传普及当地的红色文化，在思政课中加入安源本地的红色文化，让高校学子了解革命

先辈的顽强拼搏勇于和恶势力斗争的精神，增强学生的精神之志，增强学生的抗压能力，融入集体中去。

其中提到学校内部的各部门缺少对红色文化的交流，是因为红色文化的传播和形式内容缺乏吸引力。观

点独到，直击要点。弓铭录(2021)从网络角度出发，阐述了目前网络信息时代出现大量错误诱导信息，影

响学生的判断力。另外网络缺少对地方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削弱了红色文化的影响力[9]。 

2.4. 成都本地红色文化研究 

刘大勇、刘一鸣(2019)介绍了成都大邑县红色英雄和红色资源，介绍了成都红色文化所衍生出的艺术

作品[10]。余进东，张子清、苏雷(2021)以成都名城建立为视角，讲述了红色文化对文化名城建立所起的

作用[11]。分析了红色文化是城市的精神内涵，城市独特的形象，城市的软实力，重点介绍了成都红色文

化的分类和开发红色文化遇到的瓶颈并提出建设性建议。 

3.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的理论依据 

红色文化是在我们国家历史前进道路中形成的，并最终保留下来进行传承的优秀的具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结合为一体的财富。在这个泥沙俱下的信息大爆炸时代，信息传递的速

度快，范围广，促使我们广大青年接受新兴事物的承受能力变强。中国青年正处在探索形成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历史观的敏感脆弱时期。这一时期极易受到外来不正确的、偏激的、恶意诋毁甚至捏

造针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的冲击。在这个关键时刻，正需要广大青年正确理解中国红色文化内

涵，了解中国近百年征程所积载的历史革命经验，继承优秀红色文化精神，发扬传统文化习俗，对于

中国青年形成一个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起着重要影响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把红色资源利用

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12]”。回望历史革命伟大事业的发展，国家永葆繁荣、经久不

衰都离不开红色文化的滋养。对于中国青年学习红色文化，能够让他们更加深入的理解和明白党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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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前进路线，国家基本的发展指导规划，更加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方向。但目前中国的青年学子

还存在着对中国红色文化不了解，不深入，不全面的现象。因此，将红色文化融入到高校的思政课有助

于帮助青年大学生有效的认知中国历史的发展，对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有着重要教育意义和价值。

青年学子学习红色文化有助于增强思辨能力，为中国青年增加一层思想的保护罩，帮助青年抵御外来文

化的入侵。 
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育合格健全的人才，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德智体美劳这几个方面，文化

教育不光影响德育与美育，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各方面作为整体的构成部分，整体与部分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但部分同时又制约着整体，所以文化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3]。高校

思政课的主要目的就是对高校大学生进行进入社会最后的文化教育，为社会为国家建设提供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完善的人才。红色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支，是党和人民拼搏斗争的凝聚。

学生在学习红色文化历史知识的同时，还能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确保学生政治信仰足够

坚定，将当地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教学中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思政教育，培育地方特色人才，

促进当地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14]。 
红色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上一段丰富且宝贵的财富，对于大多数的人所认知到的红色文化可能仅

限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著名红色革命人物，而具有历史意义的红色文化远比我们所了解的要丰富的多。红

色文化不仅仅包括中国共产党发展前进的历史进程，包括五四青年运动中各层各界人士誓死捍卫祖国领土

的决心，包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带领红军万里长征解放人民的毅力和雄心，还包括新中国成立

初期全国上下向美好生活努力的美好期盼和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意志力。这些都是中国所拥有的宝贵的红

色记忆，时间的车轮不断向前进，我们的先民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便是在中华大地上熊熊燃

烧的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包括红色精神、红色事物、红色文学、文艺作品等等，都是高校青年学子学习和

了解的，也是作为中国人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仅靠个人力量是无法实现

的，但如果依靠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思想进行培养和发展中国青年成为一个有远大理想、有奋斗精神和能够

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人才，那么中国的伟大征程将会加快稳步前进的脚步。那么青年学子对于学习红色文

化具有重要指标性作用。 

4. 成都红色文化资源概述及特点 

4.1. 成都红色文化的概述 

成都作为四川省的省会城市，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成都的红色文化也在慢慢地逐渐生长，经过历史革

命不断向前，时代的不断发展，最终在天府之都——成都，留下了历史的印记，保留下成都地方特色的

红色文化。成都的红色文化标志物有成都战役纪念馆、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成都市烈士陵园、成都市

天府广场毛泽东雕像、成都市人民公园里的保路运动纪念碑、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等。成都

的红色文化标志人物有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车耀先、川军起义先锋人物张志和、不惧生死为国牺牲十二桥

永垂不朽的三十六名烈士等等爱国将士。 

4.2. 成都红色文化特点 

4.2.1. 空间分布 
通过百度地图搜索软件搜索成都成都红色旅游景点便可以发现地图上显示的 8 处红色文化景区主要

分布在成都中西部地区的邛崃市、蒲江县、大邑县，可以推断成都红色文化主要分布的范围大致在这些

地方。成都境内交通发达出行便利，对于成都高校老师或学子进行参观考察来说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

红色文化旅游景点及地理位置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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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d cultural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s 
表 1. 红色文化旅游景点及地理位置 

红色文化旅游景点 地理位置 

燎原红色文化纪念馆 四川省 成都市 崇州市 

成都游击斗争史料馆 四川省 成都市 崇州市 

古城红色文化博物馆(梓苑休闲庄) 四川省 成都市 郫都区 

红色年代章钟印陈列馆 四川省 成都市 大邑县 

红色年代章瓷器陈列馆 四川省 成都市 大邑县 

成都战役纪念馆 四川省 成都市 蒲江县 

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 四川省 成都市 天台山境内 

成都毛泽东雕像 四川省 成都市 天府广场 

4.2.2. 时间分布 
从时间上来看，1911 四川人民发动保路运动；1935 年红军长征经过邛崃在成都境内留下宝贵的红

色文物，红色事迹，红色精神；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发生的著名大渡河的战争，1949 发动解放祖国大

陆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成都战役，并取得巨大胜利。第一，从时间跨度上来看成都红色文化在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期就已经积极参与到全国红色革命中来，说明成都地区的红色文化具有时间上的积

极性。第二，从 1911 年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地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红色革命一直紧跟

党的步伐，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并一直保持热度与侵略者、叛国者积极斗争。这足以说明成都地区的

红色文化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并在历史前进中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财富，不断激励着成都

地区的人民向着美好生活奋斗。给后世子孙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因此也印证成都地区红色文化融

入到思政课的必要性。 

4.2.3. 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 
1) 成都红色文化富有革命精神 
成都地区的红色文化具有鲜明的革命性，结合成都红色革命遗址背后的英雄献身报国，挥洒热血保

卫人民的故事令人感到无比的赞叹和由衷的敬畏，这是怎样的一种爱国情怀，是怎样的时代和土地才能

滋养出这么杰出的战斗英雄。他们身上展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敢于奋战，英勇斗争，不怕牺牲，勇为

人先的革命精神。红色文化中所包含的红色遗迹、红色纪念馆、红色革命人物，需要我们当代青年大学

生们了解革命历史，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去学习先辈们的自强不息，传播弘扬我们的红色革命精神。 
2) 成都红色文化富有创造性 
成都是一座具有包容性的城市，成都的红色文化富有创造性留给后代人民创造的空间较强。获得“荷

花奖”的成都舞台剧《努力餐》以革命烈士车耀先为人物原型讲述共产党工作者冒着生命的风险与敌人

进行周旋，用智慧向党中央传递机密情报。该舞台剧展现的是共产党员为革命奋斗，力求解放中国不畏

牺牲，坚定与恶势力抵抗到底的精神。以成都红色故事为原型的舞台剧《努力餐》融合了成都当地富有

特色的四川方言，成都变脸文化和成都特色茶馆文化又充分展现了成都本地的民俗风情，表现出成都本

地的红色文化极具创造性和先进性，深受全国人民的喜爱。 
3) 成都红色文化具有时代延续性 
成都地区的红色文化深受成都人民和政府的敬仰和重视，因此从革命时期初到现在许多的革命文化

依旧保存完整，并收集建立馆藏供成都人民和世界各地的人民参观学习发扬传递成都的红色文化，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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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成都地区的红色文化也依旧经久不衰，经典流传。在成都红文化展览

馆，一件件文物庄严肃穆，他不仅在向成都人民述说，也在向全国人民讲述他的故事，讲述那个时代的

特征。并且截止至今，成都这座欣欣向荣的城市以一种新的姿态新的面貌一直延续着革命将士向世人传

递的敢于斗争，勇为人先，富有智慧和奉献的精神。因此成都的红色文化具有时代的延续性，并将载入

史册。 

4.3. 为思政课提供更加丰富的教学内容 

4.3.1. 为思政课增加教学的“量” 
一方面，在高校思政课教材中关于本土的红色文化内容较少，更多的是对思想理论等方面的解读，

在红色文化内容方面的讲述相对较少。目前大部分的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了解主要源于红色影视作品与老

师的讲解，尤其是对于文理科分班的理科学生来说，由于文理分科，所以导致对中国的历史与政治了解

不清楚，对中国的红色文化的理解更多的是停留在影视作品所呈现出的画面，对中国的红色文化的了解

都只浅显在图片、画面中，缺乏对红色文化的深入理解和系统化的学习。因此，在高校的思政课中有必

要增加中国红色文化的内容。相较于中国红色文化，地方红色文化更加不具有优势，存在有些资料尚待

考究，这需要文化工作者们对零散的信息资料去伪存真并串联起来，整合成当地具有特色的本土文化。

并把这些红色文化带进校园，让更多的学生学习了解，增强地方的文化自信，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另

一方面，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学习有助于高校学子在进行理论学习过程中加深对思政教材中各项理论的理

解。有了红色文化的补充，高校学子能够进一步了解到红色文化背后的故事，各项理论制定的来源，各

种红色精神背后的真义，可以更好的学习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紧跟党走，争做优秀青年。 

4.3.2. 为思政课增加教学的“质” 
在学习红色文化的基础上，高校学子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革命年代，中国红军在物资匮乏时，在时

局动荡的旧中国如何与侵略者斗智斗勇，学习中国革命者的不放弃勇于斗争的精神。更加珍惜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国革命者为现在的中国打下的稳固基础，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平安稳定的生活。通过思政

课的学习，高校学子不仅仅学习的是中国优秀的红色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中国红色革命所拥有的

宝贵品质，并将这种宝贵的品质传承下去，用红色精神筑我中华儿女之魂。高校通过红色文化教育能够

使高校学子认识到自身肩负的时代的使命，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增加高校学子强烈的爱国热情，将个

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连接起来，努力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让高校学子能够在思政课的学习中补足精神之“钙”，增加生命的厚度，成为一个为祖国做贡献，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不断奋力前进，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奋斗者。 

4.3.3. 丰富思政课的“形” 
思政课的创新不仅体现在质量上面，还有形式上的创新，除去我们传统的教授方式——三尺讲台，

我们还可以将我们的课堂搬离我们的教室，采用不同的教学形式，比如探望慰问抗战老兵，让学生有机

会亲身感受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革命军人是怎样英勇斗争的。除了听老师的讲述，可以利用文字、

图片的形式去获取第一手资料，充分发挥与调动学生的五官去理解、去体会、去身临其境的感知红色文

化，学生再经过大脑的加工，形成每个人独特的理解。对红色文化红色精神的理解不仅停留在知识层面，

更要付诸实际行动，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希望，民族就有未来。让红色文化根植人心，

用红色文化强基健骨，用红色精神铸魂，培养新一代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不断输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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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增强文化自信 
在学习理解中国的红色文化后，高校学子在了解到红色文化背后是中国革命战士们运用智慧和坚强

的意志与恶势力斗争的过程，更加深入的体会到真正的红色革命精神，是不断争取自由解放人民于水深

火热的生活中，带领人民向美好的生活前进；是激励中华人民一起奋斗的目标，而不再是一个又一个抽

象的文字和口号；是冉冉升起的火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烧毁那破旧腐朽的。中国的红色文化到今天

依旧闪闪发光，耀耀大地。了解中国的红色文化有助于高校学子树立文化自信，增强归属感。学习地方

先烈的红色事迹有助于增长高校学子的精神之气，以正不良之风，增强学生面对困难不抛弃、不放弃、

不妥协的精神，学习如何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运用智慧与敌人斗争。在如今瞬息变化的当下，青年学生

学习红色文化，有助于树立坚强的品格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强基固本的

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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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

信、制度自信。在此后也多次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文化自信是源于我们骨子里自信，中华民族上下

五千年的文明，在党和人民的斗争中孕育的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包含党和各族人民不懈努力

的精神追求，我们更加需要继承与发扬红色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民族自信，

向世界展示我们青年人的精神面貌，并且在今后为社会做贡献中以更昂扬的精神面貌去推动助力祖国各

方面的高质量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接班人。 

5. 成都红色文化融入地方高校思政课策略探讨 

5.1. 加强课堂教学质量 

5.1.1. 加强对成都红色文化的系统研究 
红色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蕴含着不可估量的教学价值。红色文化传递的重要源头之一就是高校教

师，尤其是地方高校的教师。要想提高红色文化课程的质量就必须需要加深教师对红色文化的横向与纵

向的理解，教师对当地红色文化的理解加深时，才能将已知的红色文化知识进行转化，转化成学生易理

解已接收的信息。因此，政府可以倡导成都本地的各大高校一同组建红色文化专题研究团队，来自不同

学校的老师一同对红色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学校可以组织红色专题教师团队到成都各地的红色文化遗址、

博物馆进行参观，让自己身临其境地感受红色文化所蕴含的历史厚度，背后精神的深度。收集整理优质

红色影片、音乐和红色书籍，课堂与同学进行讲述分享。 

5.1.2. 加强教师之间的学习与交流 
教师团队在参与教材红色文化资料搜集整理的过程中也可以参与到四川的红色文化协会等组织，参

与讲座或研讨会。高校应与地方政府保持紧密联系，定期邀请地方政府研究红文化人员进校区宣讲，组

织学习。红色文化协会等组织更具专业，对红色文化的研究整理也更为全面，高校教师可以多与红色协

会组织进行沟通交流，老师在进行思维碰撞过程中更加深入地了解到红色精神，可以让思政课堂的内容

也更加丰富和富有深度。 

5.1.3. 提高红色教育课堂质量，增强与同学们的互动 
教师可以根据自身教学特点打造形式多样教学模式。为了让教学中的红色文化的内容不再显得那么

单调枯燥，教师应避免照本宣科地死板教学。对于不太了解红色文化的字面意义的同学来说，最好的方

式便是以故事为导向给同学们进行讲解红色文化背后富含深刻的精神。如成都大邑县的英雄车耀先在革

命斗争激烈的危险时期，如何用智慧与敌人进行周旋，在复杂混战的情势下为革命的继续传递重要信息，

并创办了《大声》周刊，宣传抗日救亡希望唤醒人民等故事。从故事讲述中让同学们了解发生在身边的

红色故事。中国革命每一个红色文化的背后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事例，以及令人敬佩地敢于抗争的红色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3126


唐嘉宁 等 
 

 

DOI: 10.12677/ass.2022.113126 920 社会科学前沿 
 

精神。这样不仅会让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理解更加的深刻，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安稳生活。理解遵守

党的基本方针，坚定党的正确领导，坚定对中华民族的自信。 

5.1.4. 红色文化要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纲领紧密相连 
高校教师在思政课堂传递红色文化的过程中也要实时关注国家政策导向。以专题为内容进行知识的

传递根据国家动态和社会实事进行合理的规划串讲红色文化和党的政治领导。让同学们明白，对于红色

文化的学习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和我们每天接触的政策也是紧密相连，这样的方向加强了高校

学子对学习红色文化的重视和体会。 

5.1.5. 提高红色文化书籍资料的质量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学生学习的范本，他的每一个事例都要有所来源，值得

考究真实性，要宣扬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依据历史真相，进行正确导向。学校在进行红色

文化书籍的筛选时要格外严格，不仅要考虑到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更要考虑到历史的客观存在性与不容

诋毁性。 

5.2. 让校园活动红起来 

高校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深入学习红色文化，可以开展红色文化的相关课外活动，作为学生的课外

实践活动分数进行奖励，同时也提高了同学们的参与度。如组织参与讲述红色文化背后故事的比赛。鼓

励学生建立红色文化社团组织。宣传多种形式的红色活动，如学校积极推广红色互联网平台，如红色烈

士陵园微博等，鼓励同学参与红色平台活动，如给喜欢欣赏的烈士写信；给红色人物进行配音，感受紧

张革命年代的氛围；开展创意活动，鼓励高校学子创新不同形式，可以结合现代先进设备或者现代人物

和革命年代串联起来，展示不同的创意等活动。校方可以与这些平台合作开展，并提供相关的奖励，给

同学加德育分等，加强同学们对红色文化的认识深度，培养爱党爱国，心系人民的有徳有才的综合素质

人才。红色文化的践行要以党员作为先锋队，在党课讲述过程中加入红色文化内容，发挥党员的作用，

鼓励以同学为单位的党员分子在学习生活中为身边同学积极普及红色文化知识，参与红色文化活动，阅

读红色文化书籍，唱响红色文化之歌，看红色文化影视。让红色文化从以前的不太了解到校园内人人耳

熟能详，提升校园红色文化知名度。让同学们在课余生活中了解红色文化以及这一代人所肩负的红色文

化使命。 

5.3. 将思政课走出去 

学校应大力鼓励高校学子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将学校学习到的红色知识和红色精神传递给社会。

大学生是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龙头”。结合成都本地的地方特色再加上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加强孩子

们的社区生活丰富度。成都地区有着明显得社区优势，以社区为单位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生活，

将成都本地的红色文化深深地融进成都人民的生活中。成都本地的高校可以和周围社区进行合作，鼓励

在校高校学子将高校所学红色文化带进社区。高校内的社团可以主动联系成都当地的社区，让高校的学

子周末或节假日到社区进行红色文化的宣讲，向社区人民讲述红色历史故事。为了更好的深入学习了解

高校学子可以拜访红色革命老人或者家属，了解红色文化传承。也可以到红色文化遗址或者红色文化博

物馆进行参观或在哪里当但志愿者为游客讲解，扩大受众范围，亲身近距离地了解红色文化。高校学子

所闻所见都是积累的红色财富，课堂上可以和老师同学们进行分享，相互讨论，分享红色文化给自己带

来的益处和收获。大学生可以开展红色文化演出，奇思妙想，创新红色文化的展示形式。高校学子可以

充分利用自己所学专业知识结合四川巴蜀独特的歌舞形式编排舞蹈进行展示。各学校社团可举办红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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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大会，通过比赛的形式对全校进行红诗文化覆盖，扩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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