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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通过梳理近五年学界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的研究成果发

现ꎬ学界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的价值、困境、原则和路径方面进行了深入探

讨ꎮ 同时ꎬ我们也发现ꎬ当前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属于初步阶段ꎬ在研究对象的把握、路径的逻

辑性论证以及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理解阐释上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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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上ꎬ习总书记提出把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工作贯穿于

教育教学全过程ꎬ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要

求ꎮ 此后ꎬ中共中央与国务院等也出台了相关的指

导意见ꎮ 在中央的推动下ꎬ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改革持续向纵深发展ꎬ“大思政”“三全育人”教育理

念开始深入人心ꎮ 教育部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要求高校要重视教师队伍、课程建设

和课堂教学三大工作ꎬ并要承担好育人责任ꎬ守好

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等ꎮ
“课程思政”明确了高校专业课程在新形势下

的育人责任ꎬ而如何发挥高校专业课程的育人作

用ꎬ成为了高校“课程思政”的主要任务ꎮ 红色文化

资源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着独特养分ꎬ是高

校思政课程的重要课程资源ꎮ 为落实好“课程思

政”ꎬ各高校应促成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形成协同

育人效应ꎬ并发挥好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ꎮ 对

于该课题ꎬ国外暂无相关研究ꎬ国内的研究成果也

较少ꎮ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了近五年红色文化

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的研究成果发现ꎬ学界

主要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的价

值、原则、困境和路径等方面开展研究ꎮ
一、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的价

值研究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的价值

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ꎮ 文章通过梳理发现ꎬ学者们

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

校专业课程育人的价值ꎮ
第一ꎬ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有助于实现高校专业

课程的育人目标ꎮ 高校专业课程育人是高校全程

育人环节的重中之重ꎮ 红色文化资源的特殊性ꎬ使
得它能够在“大思政”视角下对高校专业课程育人

发挥着独到作用ꎬ能与之形成了“同向同行”的合

力ꎬ它的融入能促进高校专业课程育人目标的达

成ꎮ 邓艳君认为ꎬ红色基因融入高校课程思政ꎬ对
统合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具有重要价值ꎬ对落实立

德树人也具有重要作用ꎻ王恩妍认为ꎬ红色文化资

源为高校实施课程思政提供优质资源ꎬ有助于课程

思政教育价值目标的实现ꎻ秦专松等强调ꎬ红色文

化融入专业课程育人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价值目标、建构科学的人生价值体系等ꎻ刘莹认为ꎬ
传统红色文化与高校专业课程相结合ꎬ有助于将专

业课程的学习与红色文化的传播推向新高度ꎬ也有

利构建“全员、全程和全方位的育人”体系ꎮ
第二ꎬ红色文化资源的融入提升高校专业课程

育人效果ꎮ 高校专业课程育人以其育人效果好坏

作为评价标准ꎬ而红色文化资源的形式和内涵较丰

富ꎬ它的融入增加了高校专业课程育人效果ꎮ 王恩

妍认为ꎬ红色文化资源增强了课程思政教育的实效

性ꎻ叶蕾认为ꎬ红色文化资源能拓展课程思政的内

涵外延和教学效果ꎻ张玉凤强调ꎬ红色文化融入高

校课程可有效提专业课程的价值引领力和教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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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力ꎻ刘华清认为ꎬ红色文化资源为高校专业课程

育人提供了亲和力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具象化的

实践教学场所以及广阔的课程改革研究空间ꎻ牛国

良等人认为ꎬ高校对红色专业课案例思政元素地挖

掘ꎬ有利于阐释专业课原理、实现价值引领和提升

专业课程含金量ꎮ
第三ꎬ红色文化资源的融入可提升高校专业课

程对学生信念精神培育的能力ꎮ 高校专业课程虽

各有特性ꎬ但是它们对学生信念精神的培育是同向

的ꎮ 红色文化资源是国人追求自由幸福精神和信

念的载体ꎬ它的融入有助于提升学生信念与精神的

培育ꎮ 周基认为ꎬ延安精神能助推高校课程思政铸

造坚定的理想信念之根ꎬ打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精神之干ꎬ结联系群众与为人民服务之果ꎮ 黄润华

认为ꎬ“红船”精神融入课程思政改革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创新、奋斗和担当意识ꎮ 吕东峰等强调ꎬ发挥

好地方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ꎬ有助于坚定学生

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ꎮ
第四ꎬ红色文化资源的融入提升高校专业课程

对学生情感育化的能力ꎮ 高校专业课程育人是一

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ꎬ能唤醒学生内心的真挚情

感ꎮ 这要了解学生的特点ꎬ也要甄选嵌入的育人素

材ꎮ 张红蕾认为ꎬ红色文化资源对高校课程思政教

育教学的充分融入ꎬ能够促使大学生与教学内容产

生情感共鸣ꎬ能激发大学生对有关思想文化的热爱ꎮ
第五ꎬ红色文化资源的融入可提升高校专业课

程育人过程的政治韵味ꎮ 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

的首要性质ꎮ 育人的政治性表现在对国家民族文

化和执政党执政的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爱

国之情ꎮ 红色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政治性ꎬ它的融

入使得高校专业课程育人过程有政治性韵味ꎮ 杨

栋认为ꎬ甘肃红色资源贯穿着鲜明的爱国红线ꎬ浸
染着强烈的革命传统ꎬ蕴含着厚重的民本情怀ꎬ体
现着浓郁的时代精神ꎬ也使专业课程充满政治韵

味ꎮ 杨鸿雁认为ꎬ红色文化融入专业课有助于大学

生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ꎮ 尹桂平等认为ꎬ将红

色素材作为专业课对象ꎬ能让大学生重拾红色记

忆ꎬ增强其爱国、强国与报国之情ꎮ
第六ꎬ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有

助于发展红色文化自身ꎮ 红色文化资源是历史遗

存的教育资源ꎬ它经过现代性的诠释能为高校教学

育人服务ꎮ 红色文化在融合过程中也获得自身的

发展ꎮ 首先ꎬ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课程专业育人

客观上促进了红色文化的传承ꎮ 吕东峰等认为ꎬ将
红色文化通过课程思政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ꎬ对
弘扬与传承地方红色文化有益ꎮ 其次ꎬ现代学科体

系中的一些高精尖专业ꎬ特别是与现代智能科技相

关的专业ꎬ能让原本诞生于遥远时空的红色文化资

源ꎬ在智能科技的手段运用下ꎬ变得让人觉得亲近、
真实和震撼ꎮ 丁炜等人说明ꎬＶＲ 设计课中虚拟现

实可将各种直观且自然的实时感呈现给观众ꎬ为缅

怀先烈ꎬ感受历史事迹ꎬ重温红色记忆ꎬ培养大学生

的爱国主义情怀提供帮助ꎮ
第七ꎬ红色文化资源的融入提升课程育人中学

生的学习状态ꎮ 高校专业课程在育人的过程中ꎬ一
旦找到红色文化资源融入的“接洽点”ꎬ在二者“润
物细无声”的化育中ꎬ能将学生学习的积极状态唤

醒ꎮ 徐严莲等认为ꎬ红色文化精神的融入有助于提

振学生专业学习状态ꎮ
二、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的原

则研究

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专业课程之间具有融通

性也有异质性ꎬ使其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的程度

是有限的ꎬ这决定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

育人存在着融入的原则问题ꎮ 有学者认为ꎬ红色文

化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应遵循就近性、契合性、
实践性、创新性和统战性的原则ꎬ如杨栋ꎮ 其中ꎬ就
近性强调对地方红色资源地发掘和运用ꎻ契合性注

重课程教学设计和红色资源内容的契合ꎻ实践性强

调引导学生对红色文化精神特质和价值指向的把

握和践行ꎻ创新性要求以新颖的教学载体、方式和

设计融入红色资源ꎻ统战性则强调ꎬ重视民族认同

教育ꎬ弘扬民族平等团结等ꎮ 有学者认为ꎬ红色文

化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应遵循互利性原则ꎬ如余

莉ꎮ 该原则认为ꎬ红色文化资源在融入专业课育人

过程中使红色文化自身得到发展深化ꎬ也促进学生

对专业课程的热爱等ꎮ
三、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的困

境研究

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专业课育人之间既有融

通又有差异ꎮ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育人ꎬ是
项需要各方面配合的系统性和挑战性工作ꎮ 有学

者从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专业课程育人中的育人

形式、教师协同、学科合作等来探讨ꎮ 姜雁认为ꎬ红
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育人ꎬ存在教学形式创

新不足、师生参与度不高、教师队伍联动性不强和

践行领悟能力不够等问题ꎮ 有学者从红色文化资

源在专业课程育人中的育人载体、师资建设和红色

文化资源在育人过程中的传播等来说明ꎮ 有学者

从高校专业课育人主体利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

意识和业务能力来思考ꎮ 如刘华清认为ꎬ红色文化

资源融入声乐专业课程育人存在育人主体意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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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储备不足等问题ꎮ
四、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的路

径研究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是一项

系统性的工程ꎬ其路径是多样的ꎬ其中ꎬ作为顶层决

策的学校层和作为执行决策的教师层ꎬ是高校专业

课程育人体系的重要部分ꎮ 学者在红色文化资源

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的路径方面的探索主要集

中在两个方面:
(一)学校层面

学校作为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

人路径中的决策层ꎬ其地位是统领性的ꎬ它主要为

整个改革行动作系统性、全局性的设计、运筹和支

持ꎮ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ꎬ高校要为任课教师能力的提升提供平台

和培训资源ꎮ 叶蕾提出ꎬ从发挥课程协同育人效应

与强化教师队伍建设等来实现红色文化资源融入

高校专业课程育人ꎮ 姜雁认为ꎬ红色文化资源融入

高校专业课程育人应打造优质思政队伍ꎮ 范继忠

等强调ꎬ高校应从奖励先进ꎬ培育骨干教师着手推

进ꎮ 李响提出ꎬ从优化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教育主

体和把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导向来实现红色文化

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ꎮ
其二ꎬ高校应着手建设专业课程育人素材库ꎮ

吕东峰等认为ꎬ红色文化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ꎬ
高校应构建课程思政通用素材库ꎬ整合课程相关资

源ꎬ建立通用素材库ꎬ面向不同学科教师ꎮ 张玉凤

认为ꎬ红色文化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ꎬ要深入挖

掘本地红色文化资源ꎬ创新思政教育模式ꎬ建立红

色文化资源库ꎮ 秦专松等人认为ꎬ红色文化融入高

校专业课程育人需要对接好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

校专业课程的内容ꎬ挖掘、梳理和筛选红色文化ꎬ建
立红色文化资源教学资源库等储备工作ꎮ

其三ꎬ高校应营造校园红色文化建设ꎮ 姜雁认

为ꎬ红色文化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ꎬ高校应重视

校园文化建设ꎬ丰富文化活动形式内容ꎻ王宁馨等

人认为ꎬ红色文化融入专业课程育人ꎬ高校应营造

氛围ꎬ形成红色育人的整体环境ꎻ王金伟认为ꎬ红色

文化融入旅游专业课程ꎬ可面向全国大学生红色旅

游创意策划大赛ꎮ 张玉凤建议ꎬ高校通过开展红色

文化传承主题系列活动ꎬ推进课堂思政与校园文化

融合发展ꎮ 杨鸿雁认为ꎬ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

业课程育人ꎬ应借助该领域的红色文化资源专家和

时代楷模的作用建构以红色精神为核心的校园文

化氛围等ꎮ
其四ꎬ高校应加强学校与实践基地的合作ꎮ 姜

雁认为ꎬ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应充

分调动地方资源ꎬ增强实践调研体验ꎻ杨栋认为ꎬ红
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ꎬ需要因地制宜

地发挥红色文化资源优势ꎻ王金伟认为ꎬ红色文化

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ꎬ要建立校内外的实践基地ꎮ
其五ꎬ高校应强化传播平台的建设ꎮ 王宁馨等

人认为红色文化资源融入专业课程育人ꎬ需要高校

立足于传统教育教学ꎬ拓展载体ꎬ丰富文化传播

途径ꎮ
其六ꎬ高校应对自身的课程体系进行优化ꎮ 杨

栋认为ꎬ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ꎬ应
从红色文化元素的挖掘、校本教材体系的建立健全

着手ꎻ沈萍等人认为ꎬ应从摸清“红色家底”、打造高

校课程思政的“红色”样板等育人工作着手ꎮ
其七ꎬ高校应构建相应的教育教学台ꎮ 杨栋认

为ꎬ红色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ꎬ学校要立足

红色文化资源特点ꎬ构建新型网络教育平台ꎻ姜雁

建议ꎬ高校从搭建学科建设平台着手ꎮ
其八ꎬ应推进专业课程育人的评价改革ꎮ 秦专

松等人认为ꎬ在推进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

程育人的过程中ꎬ高校应大胆进行红色文化资源融

入高校专业课程的评价改革ꎮ
(二)教师层面

作为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执

行者和参与者ꎬ教师应有主动承担优化课程设置、
修订专业教材、完善教学设计的责任感ꎻ有把思想

政治教育贯穿于教材、管理和学科体系中的自觉

性ꎻ有发挥教师主体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使命感

等ꎮ 具体路径有:
其一ꎬ教师要清楚红色文化资源和高校专业课

之间的切合点ꎮ 两者的切合点有:一是红色文化资

源本身所凸显的思维方式ꎬ作为专业课方法论教育

资源融入ꎻ二是红色文化资源思维性元素之外的其

他元素ꎬ作为专业课内容教学素材融入ꎮ 邓艳君强

调ꎬ在实践课中ꎬ要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与科学精神的培养相结合ꎬ把求真务实、百折不回

的红色精神传承与实践能力的培养相结合等ꎮ
其二ꎬ教师应改进课堂教学ꎮ 课堂教学是高校

专业课育人的“主战场”ꎬ意义重大ꎬ教师在课堂教

学的质量主要体现在其教学设计和教育方式上ꎬ这
也是学者们探讨的重点ꎮ 首先ꎬ教学设计ꎮ 在教学

设计上ꎬ课堂融入的红色文化素材要有针对性ꎮ 此

外ꎬ有学者认为还应把握学生群体的特点ꎬ如王宁

馨等人ꎮ 有学者则提到要注意课堂上学生情感的

激发和思想品德的评价ꎬ如张红蕾ꎮ 有的学者认为

还应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编写本专业的红色教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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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教师对红色案例的主导权ꎬ如牛国良等人ꎮ 有

学者认为要重视第二课堂教学ꎬ如郑文兴等人ꎮ 有

人认为要以专业课的教学规律来安排红色素材融

入ꎬ如范继忠等人ꎮ 其次ꎬ教学方式ꎮ 学者们认为

教师在课堂上要利用契合时代性的、学生喜闻乐见

的传播方式和媒介来融入红色文化资源ꎮ 除此之

外ꎬ有学者还认为要利用传播媒介提升红色文化资

源的现实解释力ꎬ并借助现代性媒介将融入的红色

文化资源活化ꎮ 陈兰芝强调ꎬ要发挥对话课堂———
观照学习舆情对“课程思政与时代同构”的作用等ꎻ
秦专松等人建议ꎬ要做到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融合ꎮ
有人认为ꎬ要“创设情景化教学模式”ꎬ如张玉凤ꎮ

其三ꎬ教师要具有挖掘和收集红色文化资源的

能力ꎮ 如陈兰芝认为ꎬ挖掘红色文化资源ꎬ有助于

呈现“物化在场”＋“精神在场”ꎻ充分发挥地域文化ꎬ
可让师生们在实地走访和参观革命老区遗址中感

受红色文化魅力ꎮ
其四ꎬ教师要具有运用专业课的方法解读红色

文化资源的能力ꎮ 这一方面包括原本属于专业课

程研习对象的红色文化资源的专业解读ꎬ如王晨露

对«红色娘子军»舞剧的艺术解读ꎻ另一方面还包括

运用专业课程的方法来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表现

形式和创意方式ꎬ如陈彦霏对红色插图课堂设计的

论述ꎮ
文章通过对近五年学界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

高校专业课程育人的研究的梳理ꎬ可知ꎬ一方面ꎬ红
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专业课程育人的研究已在价

值、困境、原则、路径等方面展开ꎬ其中有些论述也

有启示意义ꎻ另一方面ꎬ当前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

仍属于初步阶段ꎬ存在着较多可继续探索的方面ꎮ
首先ꎬ从研究对象的把握方面ꎬ不少学者将红色文

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等同于其融入专业

课程育人ꎬ这是对于研究对象的误判ꎮ 虽然二者都

为全程育人的环节ꎬ但它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ꎬ
前者侧重的是公共课性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ꎬ
后者侧重的是各个学科的专业课程育人ꎬ学者们看

到二者的联系而没有见到二者的区别ꎮ 其次ꎬ学者

们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课程思政的路径研究

较多ꎬ但这些研究往往是大而化之ꎬ没有逻辑性的

论证说明ꎬ缺乏理论解释力ꎮ 最后ꎬ对于红色文化

资源缺乏深度的阐释和理解、对于高校具体专业课

程的红色文化资源融入研究仍有待进一步的展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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