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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路径探究

宋思语
(郑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ꎬ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５３)

　 　 [摘　 要]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先进文化形态ꎬ红色

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ꎮ 将丰富的河南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ꎬ是深

化育人实效的关键密钥ꎬ是重构课堂生态的价值旨归ꎬ是厚植红色根脉的内生动力ꎮ 然而ꎬ河南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尚存在文化资源凝滞弱化育人实效、教学模式固化制约课堂活

力、师资素能缺位影响教学深度等实践瓶颈ꎮ 因此ꎬ需通过整合资源建平台、创新教学增活力、
提升师资强根基ꎬ全面推动河南红色文化深度融入高校思政课堂ꎮ

[关键词]河南红色文化ꎻ高校思政课ꎻ路径

[作者简介]宋思语(１９９６—)ꎬ女ꎬ江苏徐州人ꎬ郑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ꎬ法学硕

士ꎬ研究方向: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ꎮ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项目“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视阈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２２￣ＺＺＪＨ￣３２０)ꎮ
[ＤＯＩ]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６２６６２ / ｌｌｙｊ０１０２００２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本刊网址]ｗｗｗ.ｏａｃｊ.ｎｅｔ　 [投稿邮箱] ｌｌｙｊ２０２５＠ １６３.ｃｏｍ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指出ꎬ要重视运用新时代伟大变革中的成功案例ꎬ
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的教育价值ꎬ积极拓展其在实践

教育与网络教育平台中的融合发展ꎬ彰显了党中央

对红色文化教育工作的深切关注ꎮ 作为一个红色

资源丰富的大省ꎬ河南汇聚了深厚的革命历史遗

迹、英雄传奇等红色遗产ꎬ构造了高校思政课独一

无二的教学宝藏ꎮ 深入挖掘河南红色文化在思政

课堂上的独特作用ꎬ有效运用其育人功能ꎬ对于充

实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巩固文化自信的价值认同、
提高人才培养的整体水平ꎬ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ꎮ

一、河南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价值

意蕴

(一)深化育人实效的关键密钥

将河南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ꎬ能够以

地域特色资源激活理论教育的生命力ꎮ 习近平总

书记着重指出ꎬ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

历程的见证ꎬ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ꎬ一定要用心用

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ꎮ 河南作为中国革

命的重要策源地ꎬ拥有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
别山革命根据地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ꎬ其蕴含的

艰苦奋斗、为民奉献、开拓创新等精神内核ꎬ与思政

课“立德树人”的核心目标高度契合ꎮ 将红色故事、
英雄人物、革命遗址等具象化载体引入课堂ꎬ有助

于将思政教育从抽象理论转向具象感知ꎬ增强学生

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ꎮ 这一立足本土资源的育

人模式ꎬ有效解决了传统思政课教学脱离实际、吸
引力不足的痛点ꎮ 通过连接历史情境与现实需求ꎬ
促使学生将红色文化精神内化为自觉行动ꎬ切实增

强了思政教育的现实针对性和价值引领力ꎮ
(二)重构课堂生态的价值旨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ꎮ 将河南红色文化融

入高校思政课教学ꎬ有助于开创突破传统模式的新

路径ꎮ 传统思政课堂往往囿于单向灌输ꎬ而红色文

化的引入能够推动教学场景从教室向红色场馆、数
字展馆、社会实践等多维空间延伸ꎬ构建起互动沉

浸式教学场景ꎮ 例如ꎬ通过 ＶＲ 技术重现“千里跃进

大别山”的历史场景ꎬ或组织学生参与红旗渠精神

主题调研ꎬ课堂的边界被彻底打破ꎬ学生从被动接受

者转变为主动探索者ꎮ 这种以本土红色资源为载体

的教学创新ꎬ既契合当代青年注重体验的学习特点ꎬ
又实现知识学习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ꎮ 学生不再

是机械接收者ꎬ而是通过亲历探究将红色精神内化为

行动指南ꎮ 思政课将真正成为“行走的课堂”ꎬ助力

教育逻辑从“知识本位”向“价值本位”的跃升ꎮ
(三)厚植红色根脉的内生动力

河南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深度融合ꎬ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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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青年筑牢精神根基的重要途径ꎮ 红色文化所

承载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ꎬ与当代青年强国

复兴的时代使命形成历史呼应ꎮ 如任长霞的为民

奉献、彭雪枫的报国担当ꎬ与当代青年建设国家的

时代使命紧密相连ꎮ 思政课能够以“润物细无声”
的方式ꎬ帮助学生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ꎮ 这种红色

根脉的厚植ꎬ不仅为青年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

思想武器ꎬ更通过讲述红色故事的历史传承性ꎬ激
励学生主动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承者与实践者ꎬ从而

形成赓续红色血脉的内生动力ꎮ
二、河南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现实

困境

(一)资源浅偏开发弱化育人实效

河南红色文化内藏着丰富的精神实质ꎬ为思政

课提供了鲜活的教学资源ꎮ 然而ꎬ受多重因素制

约ꎬ部分高校在河南红色资源整合和挖掘方面存在

显性短板ꎬ表现为育人模式创新性不足ꎬ诸多教学

实践仍停留于同质化移植阶段ꎬ未能深刻触及红色

文化的核心育人价值ꎮ 一方面ꎬ受制于课时的压缩

与知识密度张力的缺失ꎬ部分教师习惯于援引全国

性典型范例ꎬ如井冈山斗争精神、长征精神等ꎮ 而

对具有地域特质的红色资源ꎬ如红旗渠建设中的集

体主义实践缺乏深度开掘ꎬ这种选择偏好造成教学

素材的趋同化倾向ꎮ 其二ꎬ在价值阐释层面ꎬ存在

历史叙事与精神解码的割裂ꎮ 教师多聚焦革命事

件时空维度的线性铺陈ꎬ却疏于对事件发生的动力

机制及其价值哲学进行学理阐释ꎮ 这种浅表化处

理导致学生难以建构完整的红色文化认知图式ꎬ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深刻理解ꎬ进
而削弱了红色文化的教育成效ꎮ

(二)教学模式固化制约课堂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

设内涵式发展ꎬ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

力ꎮ”注重教学模式策略ꎬ激发课堂活力ꎬ是实现思

政课教学目的、将教学内容转化为学生认知的重要

手段ꎬ是影响思政课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ꎮ 然而ꎬ
将河南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仍面临两大挑战:
一方面ꎬ教师依赖多媒体进行符号化展示ꎬ忽视教

学互动ꎬ导致学生被动接受片段化知识ꎬ缺乏活力ꎻ
另一方面ꎬ实践教学表面化、程序化ꎬ缺乏深度解析

与参与性ꎬ使河南红色文化传承变为符号消费ꎬ未
实现深层内化ꎮ 对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忽视ꎬ阻碍了

将河南红色文化转化为学生有效认知ꎬ削弱了“三

进”(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程价值内化效果ꎮ
因此ꎬ需探索互动性更强的教学模式ꎬ强化学生主

体性ꎬ促进红色文化深层转化ꎮ
(三)师资素能缺位影响教学深度

思政课教师在意识形态教育领域发挥着核心作

用ꎬ其对革命文化阐释能力直接关系到红色基因的

有效传承ꎮ 然而ꎬ当前教师队伍建设仍面临挑战ꎬ
部分教师在认知层面对地区红色资源ꎬ如鄂豫皖苏

区革命史的理解尚显不足ꎬ难以将革命伦理自然地

融入课程内容ꎬ限制了红色文化的深度传播ꎮ 另

外ꎬ大量的兼职教师受困于沉重的行政事务ꎬ将红

色文化学习置于次要地位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

身素能的提升ꎮ 因此ꎬ有必要探索“研修革命史—
教学转化—实践反思”的良性循环ꎬ让教师更深入

地理解红色文化ꎬ将其转化为生动的教学素材ꎬ并
通过实践反思不断优化教学方法ꎬ从而在铸魂育人

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影响ꎮ
三、河南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实现

路径

(一)统筹文化资源ꎬ优化教学内容

河南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路径ꎬ关
键在于系统整合区域红色资源并构建多模态教学

资源库ꎮ 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ꎬ河南拥有红

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ꎬ亟
待通过科学整合转化为教学素材ꎮ

首先ꎬ全域资源整合与分类编码是关键ꎮ 通过

省市校协同合作ꎬ串联鄂豫皖苏区创建、竹沟革命、
红旗渠建设等红色地标ꎬ将红色精神划分为革命斗

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不同模块ꎬ编制«河
南红色大事记图谱»ꎮ 对革命遗址、文物文献、口述

史料进行分类整理ꎬ建立数字化资源库ꎮ 依托于河

南省教育厅于 ２０２３ 年发布的«红色教学资源建设

指南»ꎬ设计如“红旗渠群众动员智慧”等教学案例

模板ꎬ以丰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六门思政课程

的核心知识点ꎮ
其次ꎬ教学资源应用与效能转化是核心ꎮ 一方

面ꎬ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嵌入红色人物、红色案例

和红色视频ꎬ能够加深学生对思政课教学内涵的理

解ꎮ 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ꎬ运用红

旗渠建设中的“矛盾分析法”案例ꎬ阐释量变质变规

律ꎻ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ꎬ通过焦裕禄“工作

十不准”条例解析党员干部道德修养要求ꎮ 另一方

面ꎬ将口述史料转化为沉浸式实践项目ꎬ打造“红色

记忆传承”品牌工程ꎬ举办大学生革命文物解说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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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赛ꎬ将赛事成果转化为动态教学资源库ꎬ形成“传
承—创新—反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ꎬ让红色记忆

在青年讲述中焕发时代生机ꎮ
(二)创新教法体系ꎬ打造三阶课堂

深化河南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实

践ꎬ亟待创新教法体系ꎬ通过构建“理论奠基—文化

浸润—实践升华”三阶教学模式实现对红色文化的

认知建构与价值内化ꎮ
首先ꎬ要打造理论课堂ꎬ建构红色文化认知体

系ꎮ 通过模块化专题教学ꎬ对河南红色文化进行理

论解构ꎮ 例如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ꎬ重点剖

析红旗渠工程中“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的生成

逻辑ꎬ焦裕禄“亲民爱民、迎难而上”作风的治理智

慧ꎬ以及大别山“２８ 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实践规律ꎮ
其次ꎬ要打造文化课堂ꎬ营造红色育人生态场

域ꎮ 校园文化建设需实现从环境营造到价值引领

的转型升级ꎮ 通过建设豫籍英模文化长廊、中原红

色文化数字馆等实体空间ꎬ将焦裕禄手植“焦桐”、
鄂豫皖苏区首府旧址微缩景观等文化符号转化为

可视化育人载体ꎮ 进一步制定«红色文化校园建设

实施方案»ꎬ将红色主题班会、红色经典晨读等纳入

人才培养方案ꎬ规定每学期的红色文化必修实践最

低学分ꎬ强化红色文化在学生培养中的地位ꎮ
最后ꎬ要打造实践课堂ꎬ深化价值认同与行为转

化ꎮ 依托河南省 １２ 个国家级红色教育基地ꎬ设计定

制化的红色研学路线ꎬ通过撰写观后感、采集口述

史、解析革命文物、设计导览图、完成微宣讲等多样

化的红色实践任务深化学生对河南红色文化的价

值认同ꎮ 如组织学生参与“红旗渠口述史抢救工

程”ꎬ通过访谈修渠老人ꎬ整理施工日志本ꎬ编纂«红
旗渠记忆»校本读物ꎻ策划“红色文创赋能乡村振

兴”项目ꎬ指导学生在兰考县开发泡桐工艺制品ꎬ在
带动相关行政村增收的同时推动红色文化的社会

化延伸ꎮ
(三)锻造高质师资ꎬ驱动专业进阶

推进河南红色文化资源深度融入高校思政课ꎬ
教师队伍素质与能力建设是关键ꎮ 作为课堂教学

的组织者与引领者ꎬ教师需兼具红色文化理论素

养、教学创新动力及实践转化能力ꎮ
首先ꎬ要强化教师红色文化理论积淀ꎬ构建多层

次素养提升机制ꎮ 依托省内高校或红色文化研究

院为思政教师开设专题研修班ꎬ系统讲授河南红色

文化的历史逻辑、精神内涵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关联性ꎮ 同时ꎬ组织教师赴鄂豫皖苏区首府

革命博物馆、竹沟革命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

沉浸式研修ꎬ通过实地考察、口述史采集、文物解读

等方式ꎬ增强教师对红色资源的感性认知与理性

思考ꎮ
其次ꎬ要强化教学实践创新能力ꎬ构建多元化教

学模式ꎮ 教师需突破传统课堂边界ꎬ探索“虚实结

合”的教学方法ꎮ 通过 ＶＲ 技术复原“竹沟惨案”历
史场景、搭建“焦裕禄治沙”虚拟仿真平台等数字化

手段增强教学感染力ꎻ通过设计“行走的思政课”实
践项目引导教师在田野中提升红色资源的转化能

力ꎻ通过推动红色文化与专业课程融合ꎬ促使教师

形成跨学科教学思维ꎮ
最后ꎬ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ꎬ激发教师内生动

力ꎮ 建立“过程性评价＋成果导向”相结合的教师考

核激励机制ꎬ在过程评价中ꎬ将教师参与红色文化

培训学时、教学案例开发数量纳入绩效考核ꎻ在成

果评价中ꎬ设立“红色文化教学创新奖”ꎬ对成功将

河南红色文化转化为省级精品课、虚拟仿真项目的

团队给予专项奖励ꎬ激发教师对红色文化融入高校

思政课的热情ꎮ 同时ꎬ鼓励教师将教学成果转化为

学术产出ꎬ如支持其参与«河南红色文化融入高校

思政课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等地方标准制定ꎬ形成

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ꎮ
四、结论

高校思政课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核心平

台ꎬ它肩负培育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

及价值观ꎬ以及传承红色文化基因的双重使命ꎮ 河

南作为历史底蕴深厚的文化省份ꎬ拥有丰富的红色

资源ꎮ 高校有义务充分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教育优

势ꎬ把河南红色文化深度融合到思政课教学中ꎬ激
励大学生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民族复兴的伟大征

程ꎬ确保他们的青春与时代的发展同步ꎬ与祖国的

命运相连ꎬ与人民的福祉相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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