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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发展建设中形成、创造和产生了一系列的红色资源、红色传统、

红色基因,它们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高校可以从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历史遗迹、历史精神这四个维度出发挖掘红色资源,从思政课程、校园文化、主题活动、实

际行动等方面将红色资源融入到爱国主义教育中,进而为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

班人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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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色资源及爱国主义的内涵

和意义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

斗争和发展建设过程中所形成、产生和

留存下的一系列物质和精神资源,包括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迹和历史

精神。这些红色资源记录着中国共产党

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凝结着中国共产

党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诠释着中国

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它不仅是中国共产

党人加强理论修养、坚定理想信念的生

动教材,更是全体中国人民回望历史、展

望未来的宝贵财富。 

爱国主义是一个人对自己祖国的深

厚感情,其内涵是对自己国家的高度认

同、忠诚和归属,是一个公民所应具备的

基本的道德情操,是人世间 深层、

持久、 宝贵的情感。它看不见摸不着,

但又无时无处不在,存在于一个人的言语

交流和思想认识中,更是存在于一个人的

实际行动中。对于高校学生而言,爱国更

是应该具备的基本要求和责任,是新时代

高校学生的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2 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现状 

高等教育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问题,而高校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平台。这些思政课从宏观的角

度去讲述理论知识,引导学生认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生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但也因为理论浓厚、体系庞

大、涉及面广而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

从而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效果不够明

显,立德树人成效有所弱化。 

在科技发达和交通便捷的今天,越

来越多的人因喜爱西方的文化和生活

方式走出国门,这本无可厚非,但是质

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诋毁丑化英

烈人物、崇拜日本军国主义等行为和人

群的频频出现,让我们越发感觉到爱国

主义教育的缺失,尤其是这类人群和行

为经常出现在高校学生中,如果对这种

情况听之任之,长此以往高等教育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培养的不是接班人

而是掘墓人,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

思和警惕。 

3 红色资源融入爱国主义教育

的维度 

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

色。对于未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大学生而言,这抹红色更不能淡

化和遗忘。为更好将红色资源与高校爱

国主义教育相结合,使学生主动了解红

色资源进而达到教育目的,因此对红色

资源可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挖掘： 

3.1以历史人物为主线增强爱国主

义教育的趣味性 

不管是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还是

艰苦创业的建设年代,亦或是走出国门

的改革开放年代,中华民族涌现出了大

批热爱祖国、为国奋斗的杰出人物。他

们的人生经历是诠释爱国的 好例证

和素材,用他们的人生经历来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不仅让爱国这一概念只

停留在理论和口头层面,更是升华和

具体到行动层面。他们的人生经历真

切的阐释了什么是爱国、为什么要爱

国以及怎样爱国,从而使爱国这一概

念不再抽象复杂,而是变得形象生动、

更加富有趣味性。 

3.2以历史事件为契机增强爱国主

义教育的代入感 

历史是一种真实的话语,相比于虚

拟杜撰的故事,历史因其自身的真实性

更能吸引受众的兴趣。在中华民族争取

独立和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有

许多里程碑式的重大历史事件。将重大

历史事件和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可以

增强学生的代入感,实现历史和现实的

贯通。我们应该发掘不同历史事件中的

红色基因,用过去的屈辱维护民族的自

尊,用取得的成就增强民族的自信,用重

要的里程碑回顾过去、认识现在、展望

未来。 

3.3以历史遗存为载体增强爱国主

义教育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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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历史事件因特殊性和重要性成

为里程碑式的关键节点,许多历史遗存

见证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而成为后者

的一部分。这些历史遗存及地点与重大

历史事件相联系,在今天成为我们国家

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置身其中可以清

晰、真切的感受到峥嵘的革命岁月和建

设年代的筚路蓝缕,真实的接受革命思

想的洗礼和爱国主义的熏陶,具有无可

比拟的教育价值和重要意义。 

3.4以历史精神为信念增强爱国主

义教育的理论性 

我们国家在革命、建设、改革等不

同历史阶段,有无数杰出人物党、国家和

人民事业牺牲自身利益,甚至献出了个

人生命,支撑他们的就是伟大的历史精

神。这些历史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其中所包含的忠于祖国和人民、艰苦奋

斗、自力更生等具体内涵不仅是每个人

所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更是中华民族

在五千年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文化精髓,

也是高校爱国主义教育重要的理论遵循

和信仰源泉。 

4 红色资源融入爱国主义教育

的途径 

4.1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

导作用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要任务之一便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

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

思政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

节和组成部分,因此在思政课中要加大

爱国主义教育的比重,将爱国主义教育

和红色资源融合起来增强教学的活力、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引领学生自觉做

爱国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

模范践行者。 

4.2着力营造爱国主义的校园文化

氛围 

高校除了运用思政课这个主渠道,

还应该大力营造爱国主义的校园文化氛

围。校园文化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具有

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因此可以在教学

楼、公寓、图书馆、公共宣传栏等地设

计红色资源的相关图文资料,用红色资

源影响学生、熏陶学生、感染学生,通过

耳濡目染、润物无声的方式在学生心中

植下爱国主义的种子。 

4.3开展丰富多彩的爱国主义教育

活动 

除了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校园文

化去教育、感染学生,还要创新教育形式,

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去吸

引学生,从而寓教于乐、寓学于趣。在爱

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以某一历史

事件纪念日为契机,举办观影、讲座、实

地参观等形式的活动,让学生在参加活

动的过程中了解某一事件对历史进程的

重要意义和影响,在活动中感受和强化

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和认知。 

4.4鼓励学生将爱国和实践相结合 

热爱祖国不仅是一种认识、精神和

情怀,更应该成为用实际行动去践行和

实践的崇高信念,而不能只停留在口头

层面,用实际行动去报效祖国本就是爱

国的应有之义。在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

育过程中,要将爱国与奉献相结合,鼓励

学生吃苦奉献,到艰苦的地方建功立业,

同时挖掘优秀毕业生的典型事迹,用他

们的先进事迹鼓励更多的学生用实际行

动去爱国。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

命斗争和发展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宝贵

财富,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形态、意

义和内涵。在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

实践中,我们要充分发挥不同维度红色

资源的作用和价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高校学

生在红色资源的长期熏陶和陶冶下,成

为爱国主义的信仰者、践行者和捍卫者,

做堪当民族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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