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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积极成果的集中体现,它具有自身生长

的历史时空和独特的精神品格。红色文化承接着过去、启迪着现实、昭示着未来,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和鲜明的现实性。它是

时代精神不断发展创新的坚实文化基质,是当代大学生宝贵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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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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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的成长史和奋斗史,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文化

底蕴,凝结着中国共产党崇高的精神价值追求。增强大学生

红色文化认同,对于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

重要作用。因此,高校应充分重视红色文化教育,通过多种方

式增强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情感认同、理性认同、价值认同。 

1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主要内容 

1.1学习红色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精神成果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带

领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从产生到现在,红色文化共经

历了三个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每个时期又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形

成了不同的精神和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从

资产阶级手中接过了民主革命的大旗,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

和人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总结形成了一套科

学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

容。这一时期主要经历了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四个阶段,产生了红船精神、黄埔精神、国共合作

精神、北伐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

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三大

改造”完成,中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民主协商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万隆精

神等。1956年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后形成

了大寨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等。改革开放后,在社会

主义建设新时期又产生了改革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

典精神、奥运精神、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与时俱进的

丰富精神财富。由此可见,红色文化是一种以回顾红色无产

阶级革命历史、传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浴血奋战、艰苦

创业,强国富民为主题的文化,它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的革命历史,见证了党带领人民将中国从一个一穷二

白的国家建设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强国的艰辛历程。各个时

期的精神虽然产生的环境和背景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精神实

质是一脉相承的,共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和坚

定的信念,体现了他们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那种百折不挠、

团结统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

神,体现了红色文化的先进性、创新性、民族性和时代性。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人们很容易受到“三俗”之风的影

响,而红色文化所承担的人生观、价值观将会唤醒储藏在人

民心底最美好的记忆,激励人们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拼搏奋斗。 

1.2了解学习红色文化和发扬民族精神的内在关联 

红色文化和民族精神是紧密相连的。红色文化的精神内

核是红色精神。红色精神包含了体现各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价

值追求,具有本质上一致的价值目标,体现了民族精神的一

般性质,同时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

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能够反映民族成员整体性格

特点和心理特征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能够为民族成员所共

同接受,并指导和影响民族成员的实践行为,并能够不断地

自我完善、自我更新、与时俱进,体现了一个民族社会实践

的时代精华。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以传播

文化的形式来传承自身,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一个民族的精

神必须在本民族固有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才能形成和发展。

红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救亡图存革命斗争的大背

景下产生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时代体现,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是民族精神的精髓,是党和人民在

不同历史时期创造出的极具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发展实际、

体现中国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没有民族传统,红色文化就

不能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没有红色文化,传统文化的发

展和创新就会缺少实现路径。优秀的红色文化孕育伟大的民

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的振兴必然推动民族文化继续繁荣发

展。大学生是民族的期望和未来,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事

关中华民族灵魂的建立和巩固,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未

来。因此,要在大学中宣传红色文化,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

共产党是怎样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发展壮大而不畏

艰险、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献身奉献。同时,学生在学习

中国共产党在救亡图存、改革发展各个阶段历史的过程中,

也要不断引导他们体会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革命特征和

精神特质,学史、知史、懂史,使自身成长发展得到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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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和信念支持,进而摆脱现实生活中精神

迷茫的状态,以史为鉴,奋发作为。 

2 以红色文化自觉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路径 

2.1加强“两课”教学的主渠道作用,以丰富的理论知识

和详实的历史案例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

育大学生的红色文化自觉,弘扬民族精神。对大学生进行民

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是一项系统工程,须通过多种方式进

行。“两课”教学以其辐射面最广、教育资源丰富、教师队

伍庞大等显著优势而独占鳌头,成为民族精神培育的“主渠

道”和“主阵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两课”课

堂上培育大学生红色文化自觉的过程,就是以历史和文化调

动教师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过程,也是通过客观

史实进行形象和生动展示以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过程。 

最好的教育莫过于内在的觉醒,通过丰富的理论知识的

灌输和详实的历史案例的介绍,教师和大学生在“教学相长”

的良性互动中成长起来,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则在潜

移默化中发生着“润物细无声”的变化,他们的工作热情和

学习热情逐渐被调动起来,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不

断加强,教学效果随之提高。红色文化自觉的形成和民族精

神的培育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实现。 

2.2将课堂内的教学与课堂外的感知有机结合,注重实

践环节,以开放式教学来增强民族精神培育的教学效果。理

论是实践的指导思想,实践则是理论的必然归宿。我们既反

对脱离理论的实践———蛮干,也不接受脱离实践的理论—

—空想。将课堂内的理论教学与课堂外的实践感知有机结合

是进行民族精神培育的必然选择。“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

事要躬行”,将学生的目光和脚步从课堂内移到课堂外,参观

红色文化遗址、聆听亲历者讲述红色故事、亲身经历和感受

红色记忆中的沧桑往事,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群体对民族精神

的深刻体验,从而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执

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笃定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 

2.3多种途径调动大学生群体的积极性,从身边人、身边

事广泛挖掘民族精神培育的素材,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

增强民族精神教育的实效性。95后的大学生群体,“爱憎分

明,对传统和权威表示怀疑甚至否定,强调自我,极具个性”,

对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历史人物和社会精

英,而应从身边人、身边事中挖掘素材,以小人物的小事件凸

显民族精神的大道理和大境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

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道德失范、行为

失范的行为频发,大学生群体对传统民族精神教育中灌输的

各种理念和观点表示质疑,外加西方普世价值等社会思潮的

蜂拥而至,导致大学生群体价值判断紊乱,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民族精神意识被削减。传统的权威形象倒塌了,新的学习

榜样没有确立起来,于是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身边人身边事,

在细微处展开切实有效的民族精神教育。 

3 结语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战争和

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长期积累、共同创造出来的集聚中国特色

的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历史文化内涵。高校是文

化的传承地和创造地,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

使红色文化与大学文化相结合、与大学生日常生活相结合,

能使红色文化的发展更具根基和活力,发展方向更加广阔；

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是大学生成长发展的

内在精神需要,是促进社会和谐和推动文化发展的有力抓手,

也是抵御西方文化冲击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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