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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色文化资源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特色先进文化，

具有重要的政治教育功能。因此，应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党建工作中的作用。要将红色文化资源

运用到大学生党建工作中，必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领作用，注重高校的主导作用，加大网络的构建力度，创

新红色文化资源与大学生党建工作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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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党建工作，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

要方面，是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

把红色文化资源与新时期大学生党建工作结合起

来，是当前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议题。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与政治教育的功能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红色文化资源是指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创造的

中国特色先进文化，包含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

文化资源两个部分。物质文化资源主要包括革命

遗址、烈士陵园、革命展览馆、革命先辈遗物、

革命文献等。非物质文化资源主要指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

革命精神。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船精

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

精神等，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

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等，改革开放时期的抗洪

精神、航天精神等。

（二）红色文化资源的政治教育功能

红色文化资源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发展

历史进程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

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对广

大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坚定大学生的

理想信念，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高校党的

建设有重要作用。

1. 理想信念导向功能 [1]

红色文化资源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

设和改革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是中

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直观表现。在当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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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面临多种价值观的冲击，必须以正确的理

想信念为指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在党的历史中，李大钊、王进喜、邓稼先、

黄大年等不同历史时期的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

为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奋斗一生，甚至奉献出宝贵的生命。这些鲜

活的榜样，对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深化对人生

价值的认识，无疑有着重要的教育和导向作用。

2. 爱国情感激发功能

红色文化资源积淀着革命先烈的高尚品格和

感人事迹，爱国主义是革命精神的核心内容。大

学生通过了解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通过参观革

命遗址、纪念馆等红色文化资源，可以深刻体悟

人生真谛，切实增强爱国主义情怀，加深对革命

先烈奋斗精神的认同，在实际体验中激发爱国情

感，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

斗。

3. 社会思潮引领功能

随着对外开放地深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信

息多元化地不断推进，价值追求日益多样化，一

些大学生受西方不良思潮的影响，追求金钱至上

和个人享乐，缺乏社会责任感。红色文化资源是

基于我国国情的主流文化，蕴含着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不良社会思潮

的锐利武器，对于引导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把握人生的大方向有重要的作

用，需要大学生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并发扬光大。

4. 公民道德教化功能

红色文化资源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蕴含着历代推崇并相传的道德内容，展示了革命

先辈的英雄事迹和高尚品德，是开展大学生道德

教化的生动材料，可以帮助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价

值观并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指导正确的生活

方向。在参观红色资源过程中，大学生可以感知

革命先辈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加深对中国精神

的理解，不断增强精神动力。

二、红色文化资源与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关系

（一）红色文化资源为大学生党建工作提供

了高质量的思想素材 [2]

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

辈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的价值观和无私的奉献

精神。因此，红色文化资源为大学生党建工作的

开展提供了极好的思想素材，对大学生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四个自信具有重要的指导

作用。

1. 民族精神教育资源 [3]

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的文明而立足于世界民

族之林，可以走上伟大复兴道路的根本原因，就

在于民族精神的支撑和维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

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和

民族复兴方面形成的红色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体现。要用红色精神助力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开

展，红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是大学生党

建工作开展的重要资源。

2. 理想信念教育资源

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坚定共产主义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大学生党建工

作的最主要任务。因此，在大学生党建工作中，

应坚持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广大学生头脑。红色文化资

源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下创造的反映科学真理的宝贵资源，其中所

蕴含的理想信念与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中的理想信

念教育的内容是共通的，可以而且应当运用于高

校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

3. 廉洁文化教育资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的新要求，党要带领全国人民争取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自身过硬。但是，当前党内

思想、组织和工作作风建设中存在的不纯洁问题

依然突出，迫切需要解决。新时期贯彻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的要求，高校也要肩负起学生党员的廉

洁教育工作，红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的公私分明、

廉洁自律、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在大学生党员

廉洁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

（二）红色文化资源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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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丰富的物质载体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

要》指出，“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用

好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和各类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等红色资源”[4]。物质的红色文化资

源内容丰富，包括革命遗址、烈士陵园、革命展

览馆等。这些文化资源形象生动，富有说服教育

力，可以为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开展提供丰富的物

质载体，对于高校学生党员克服传统党建理论的

“空洞说教”，提升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实效性具

有重要的物质支撑作用。

1. 红色文化资源充实了大学生党建的内容

开展大学生党员的教育工作，主要就是对大

学生党员进行党的基础理论培训、党的理想信念

培养。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

秀传统，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这些都是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补充学生党建工作内容，完善学生党建理论

体系，红色文化资源中的革命展览馆和革命遗址

等，它们都是大学生党建工作可以开发和利用的

资源。

2. 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了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形式

以往的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大多采用会议报

告、理论灌输、学术讲座的形式，内容枯燥乏味，

难以调动大学生党员的积极性。红色文化资源种

类丰富，形式多样，可以丰富高校学生党建工作

的形式。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可以讨论红色故事、

红色电影等，了解红色精神；在课余生活中，可

以组织学生参加红歌会，观看红色演出，调动学

生了解红色文化资源的积极性；在社会实践中，

学生可以通过参观红色遗址，在实践中主动接受

红色文化。

（三）红色文化资源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提

供充足的理论养分

红色文化资源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改

革开放的百年实践，体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

优良传统。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党的革命、建设

和改革进程的理论，体现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路线、方针和政策。

1.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这也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

校学生党建工作，就是要加深大学生对共产党执

政方式、办事方式、组织方式的认同，增进大学

生对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认识，提高为人民服

务的能力，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和社会以及群众的

利益相结合，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 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 [5]

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是指对中国共产党的路

线、原则、政策、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认识，对

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观点的认可，并能以此指

引自己的行为活动。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建

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大学生应树立高度的政治意

识。但目前的高校中，学生深受西方不良价值观

的影响，政治意识薄弱，政治认同有待提高。红

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和正确价值观，有

助于大学生党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端正政治态度，规范政治行为，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推向前进。

三、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中的

运用途径

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中的应

用，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与配合，要把红色文化资

源和高校学生党员教育培训及校园文明建设相结

合，加快红色文化资源网络建设。

（一）发挥党和政府的引领作用

200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高等

学校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学生党员发展工作，坚持

标准，保证质量，把优秀大学生吸纳到党的队伍

中来”[6]。作为大学生党建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党和政府应把红色文化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作为工

作的重点，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红色文化资源与

大学生党建工作相结合的新路。

1. 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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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红色文化资源分布地域广阔且多集中

于革命老区，要系统梳理全国各地区的红色文化

资源开发与保护情况，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

以本地区红色文化资源为基础，梳理和整合不同

类型的红色文化资源，从而形成一个多层次、立

体化的红色文化资源体系。与此同时，国家还要

加大各方面的扶持力度，如政策支持、技术支持、

资金支持，全社会也要深化对红色文化资源价值

开发利用重要性的认识，加入红色文化资源开发

和保护的行列，共同推动红色文化资源教育价值

的应用和维护。

2. 开发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党建工作中的

价值

在深刻认识红色文化资源价值的基础上，

开发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党建工作中的使用价

值，构建价值开发保护体系。重视红色文化资源

的教育功用，党和政府要系统研究红色文化资源

与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关联性，注重研究红色文化

资源在大学生党建工作中的价值，形成一整套切

实可行的红色文化资源大学生党建工作体系。

（二）注重高校的主导作用

高校是开展大学生党建工作的主导，要积极

主动建设并有效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学生党

建工作的载体。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培育造

就人才的基石，在校园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的建

设中，要引入红色文化资源，发挥红色文化资源

的隐性教育功用。

1. 增强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党建工作中的

载体建设

在创造更新学生党建工作载体过程中，需要

制度类载体与实体类载体同步建设。高校应联系

本校学生党建工作的现实情况，利用当地的红色

文化资源，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及政策，制定切实

可行的规章制度，建立红色教育基地，确保红色

文化资源在大学生党建工作中的合理运用。

2. 在教学中增加红色文化资源

首先，将红色文化资源编入教材。教材是课

堂教学的重要载体。高校应将不同类别的红色文

化资源进行整合提炼，编写成党课辅导专用教材，

并将其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中。其

次，将红色文化资源引入课堂。这里的课堂既可

以指党课讲堂，也涵盖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堂。

最后，将红色文化资源纳入实践教学。高校可以

组织学生到红色教育基地进行实地参观调研，运

用红色教育基地发展实践教学，增强红色文化资

源在德育过程中的渗透力。

3. 加大红色文化资源与校园文化的整合力度

首先，把红色文化资源纳入校园传播渠道。

要充分发挥高校最为广泛的传播平台——校报学

报的作用，在学报中开设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专栏，

通过设置专栏，高校学生可以以此为媒介解读红

色经典、重温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其次，

利用校园广播和校园公告栏来宣传红色文化资

源。在校园广播和宣传栏中，可以开设红色文化

专题，传播正能量。最后，红色文化资源可以通

过新媒体平台传播。高校可以根据各自实际情况

创立具有地域特色的校园红色文化资源网站，开

设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官方微博等形式，以

红色文化资源为基础，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传播

红色文化。

（三）加大网络的构建力度

当今时代网络高度发达，新媒体已全面融入

大学生生活，在大学网站中开设相关专题，渗透

红色文化资源，有利于构建红色教育的互联网环

境。

1. 积极构建大学生党建工作红色互联网平台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在大学生党建工

作中，互联网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积极

构建服务于大学生党建工作的红色网络平台，整

合网络有效资源，在大学生党建工作中发挥网络

新媒体的作用，充分融入红色文化资源，传播正

能量。建设红色校园网站，要结合大学生实际需

求及学校发展规划，版块内容要丰富多样，可以

有不同的专栏设置，利用多种手段对红色文化资

源内容进行渗透，激发学生浏览兴趣。同时，可

以结合当下的时政热点组织高校学生党员进行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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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发挥高校学生党员的积极性和传播弘扬红色

文化资源的带头作用。

2. 加强高校红色网络平台的维护与监管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大环境下，一

些西方国家利用网络渠道向中国大学生灌输各种

不良思想，因此高校应防止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

加强校园网站的监管维护。

（1）要提高大学生党建工作队伍的专业素养

在信息化条件下，构建大学生党建工作的红

色网络，要按照新媒体的时代要求打造一支大学

生党建队伍。一方面，学生党建工作组织领导者

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熟悉党的各项方针

政策，还要有扎实的党史基础。这样的党建工作

组织领导者才能正确把握红色网站建设和维护的

方向，按照大学生的现实思想情况，整合现有党

建工作理论，利用红色网站和红色文化资源丰富

大学生党建工作内容；另一方面，高校党建工作

组织领导者要把握互联网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和掌

握互联网新媒体的管理技术。高校学生党建工作

者要努力学习新媒体技术，了解新媒体传播规律，

熟悉相关操作，及时更新维护校园红色网络平台。

（2）要加大对高校红色网络环境的监管力度

目前许多高校已经在学校网站中渗透了红色

文化资源的内容，建设了弘扬红色文化资源的网

络平台，但要想使红色网络平台的作用充分发挥，

需要健全完善的管理制度。一方面，应结合实际

情况，根据国家相关网络建设指示精神，制定有

学校特色的校园网络建设及管理办法，并根据管

理办法，建立评级及反馈机制，对红色文化资源

与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相结合的效果进行定期整

理，创新工作方法。另一方面，高校尤其是高校

学生党建工作组织领导者对于高校红色网站的建

立和监管工作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开展，高校应

主动按照社会发展规范及学校规章制度监督学校

红色网站的建设，按照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实际需

要及学生成长发展需求管理学校红色网站，努力

提升大学红色网站的科学化水平。

（四）创新红色文化资源与大学生党建工作

相结合的途径

把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关键

在于解决红色文化资源与大学生党建工作相结合

的问题。

1. 融入政治建设，提升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内

在坚定力

要明确高校学生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

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政治方向，制定与

此相适应的各项指导方针和政策，确保大学生党

员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高校党建大局出发，

确保大学生党建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

红色文化资源体现着革命先烈坚定的政治信仰和

高尚的政治品格，如长征精神中“把全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

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7]。

新时代把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相结

合，就是要不断增强大学生党员的政治定力，坚

定大学生党员的政治立场，在伟大斗争中筑牢政

治防线。

2. 融入思想建设，提升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内

在驱动力

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

本党建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高校党的

思想建设的实质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体大

学生党员，切实强化大学生党员的四个意识。我

们要向学生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鼓励学

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武装大学生的头

脑，坚持与不良社会思想作斗争。新时代将红色

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学生思想建设中，首先要对红

色文化资源的素材进行合理的分类解读，开展各

种形式的理想信念教育，其次要运用多种载体，

将红色文化资源与教材、课堂、社会实践活动相

结合，提高高校党的思想建设的内在动力。

3. 融入组织建设，提升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内

在主导力

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作用，是党

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高校党组织是团结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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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战斗堡

垒。加强高校学生党建组织建设，可以让大学生

党员积极参与高校党建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在社会实践和学术科研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

作用。建设一支具有顽强战斗力的学生党员队伍，

是当前党建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把红色文化资

源与大学生党的组织建设工作相结合，就要让师

生深刻领悟党的组织建设的方法及其本身应尽的

责任与义务，使高校党组织成为实现新时代党在

高校政治任务的主导力量。

4. 融入作风建设，提升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内

在引领力

高校党的作风建设由有机统一且相互影响的

党组织作风建设和党员作风建设两大部分组成。

当前高校党的作风建设面对的形势不容乐观，“四

风”等不正之风经过“三严三实”“两学一做”

以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等学习教育活动已经

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没有完全根除。加强大学生

党建的作风建设，可以带动校风、学风的良性发

展。加强大学生党建的作风建设，首先要强化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并运用于实践中；其次要

从红色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加强德行教育，坚

决抵御腐朽落后思想，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坚

持不懈努力的优良作风，坚定乐观的生活态度。

红色文化资源所包含的党的优良作风，比如艰苦

奋斗的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

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等，是高校党的作风建设的

重要资源。

5. 融入制度建设，提升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内

在约束力

党的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高校

党的制度建设，内容涉及党的领导制度、党内组

织生活制度、监督制度等方面。加强高校学生党

建制度建设，同时还要加强和完善学校的规章制

度，提升制度的约束力。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者要

加强完善制度建设，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加

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严肃查处大学生违规

违纪现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近百年中积累的红

色文化，包含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优良制

度，比如在战争年代就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健全

的反腐倡廉、民主集中制制度等。将红色文化资

源与高校党的制度建设相结合，就是吸收红色文

化中的制度文化，提升高校党建的内在约束力。

6. 融入纪律建设，提升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内

在防范力

高校学生党的建设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其中

最为关键的工程就是纪律建设，纪律建设的成败

关系到大学生党员的政治素养的形成，还能影响

社会发展的环境。新时期，应围绕党的教育方针，

围绕立德树人和高校人才培养目标，扎实推进廉

洁文化进校园活动，构建全方位的廉洁文化宣传

平台，提升大学生党员的服务意识，对于学生党

员出现的苗头性及倾向性问题早预防早处理。在

当前大学生党建工作中，纪律建设的核心是要建

设高素质学生党员干部队伍，将红色文化资源中

顾全大局、天下为公、纪律严明的精神融入高校

党的纪律建设中，有利于大学生党员政治素养的

形成，有利于校园廉洁文化的开展，有利于学生

党员干部队伍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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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能够真正发挥其启迪学生智慧、涵养学生品

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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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ading Deviation of Chinese Learning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at Present and its Correction

——A Case Study of Disciple Gauge

Xie Zhongqiang  Qiao Yanli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Since 2017, the classics of Chinese Studies represented by Disciple Gauge have entered the primary school classroom,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haracter has begun to bear fruit. However, because the recitation of Chines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there are still some deviations in the selection of recitation content, the guidance ide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cit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Literature Recitation, local primary 
schools need to make unremitting efforts in selecting the recitation content scientifically, correcting the recitation guiding idea and 
per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citation system.
Key words: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Reci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Disciple Gauge; Deviation and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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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 Party Building of 
College Students

Li Li  Song Wanti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Jinan 250101,China）

Abstract: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re the advanced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rea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Chinese people during the period of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refore,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 party building of college students. In order to apply th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to the party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e must give play to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pay attention to the 
leading rol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twork, and innovate the way of combining th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with the party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udent work;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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