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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党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文化不仅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敢闯新路以及开拓进取

的伟大品格，还承载着诸如革命理想，革命理论以及革命故事等丰富的思政教育内容，可谓是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教学资源。

而将革命文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深入融合，不仅能加强学生思想引领，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心，还可以丰富和拓展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提升思政教育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为此，论文主要以革命文化为出发点，先简要分析革命文化

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现实困境，之后并就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实践途径。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arty history culture,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not only embodies the great character of the 
CPC people who are hard working, tenacious, pioneering and enterprising, but also carries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ents such as revolutionary ideals, revolutionary theories and revolutionary stories, which can be described as an important 

teaching resour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can not only strengthen students’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enhance their 

cultural confidence, but also enrich and expand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paper mainly takes revolutionary 

cult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first briefly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integrating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then proposes targeted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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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所逐渐形成

的一种精神追求，是无数革命先辈顽强拼搏，不怕艰险，不

畏困难，艰苦奋斗中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还是所有

中华儿女理应继承和发扬的一种精神品格，其不仅凝聚着中

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独特的文化思想和精神风貌，还承载

着革命理想，革命理论以及革命精神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可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成

分。在当前这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西

方的各种思想浪潮，价值理念，文化观念等都如海水般一样

纷至沓来，不仅占据着学生们的心灵，影响着学生们的思维，

甚至有的还给大学生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等都带

来了一定的冲击和干扰。为此，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刻不容缓，势在必行，革命文化作为增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资源，二者的深入融合对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和道德

修养，强化大学生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念，增强大学生文化自

信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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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革命文化的概述
2.1 革命文化的内涵

当前，革命文化并没有一个明确且统一的定义。有学者

认为，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的具体实

践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根本指导，吸收了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精华，采取整合西方文化优秀元素的基础上所形

成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形态。不难看出，这些革命文化的

定义中都有一个共性特点，那便是革命文化是党和人民在伟

大的革命实践中孕育形成的，其沉淀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基

因，彰显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 [1]。

2.2 革命文化的特征
革命文化的特征主要包括人民性，民族性，群众性以及

时代性。首先，人民性。人民性是指革命文化以人民群众为

主体，体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坚持把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其次，民族性。民族性是指

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发扬，体现中华民族高尚的民族风骨和民族气节以及伟大

的精神品格，彰显了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再次，群

众性。群众性是指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广大人民群

众的历史实践活动，体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历史建设实

践过程中，始终坚持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最后，时代性。时代性是指革命文化植

根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实践之中，充分体现了中国政

治，经济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2]。

3 革命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3.1 有利于丰富和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

形式
思想政治教育一向是高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

革命文化和高校思政教育有机融合有利于丰富和拓展思想

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革命文化中不仅蕴含着深刻的革命

理论，革命精神以及革命理想，还承载着先进的革命人物英

勇事迹，伟大的革命文化故事以及经典的历史事件等。

3.2 有利于加强学生思想引领，提升道德认知和价

值观念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西方的各种

主流思潮，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等都不断地向中国涌入，当

代大学生作为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和中坚力量，在这

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背景下，对其进行正确思想观念，价值

理念等的熏陶培养尤为重要，不仅有利于帮助他们树立一个

科学且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道德观，还有利

于为他们今后的个人成长和人生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价值

基础。革命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实

践中孕育形成的一种优秀文化，其基因内核中富含着的丰富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可以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力的

案例支撑。而高校教师通过将革命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入

融合，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加强学生的思想

政治引领，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和价值观念，进

而让学生免受一些西方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等

思想观念的影响 [3]。

4 革命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境
4.1 当代学生对革命文化认识不足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史和发展史，无不谓历久弥坚，

百年峥嵘，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不仅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土地

革命，抗日战争，还经历解放战争等革命阶段，这些艰苦奋

斗的斗争史和革命史无不彰显着革命先辈不怕牺牲，迎难而

上，坚持不懈，英勇顽强的伟大精神和伟大品格。然而，当

前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当代大学生对于以往的革命文化

和革命历史都所知甚少，并不了解革命战争年代那些气势恢

宏的革命历史以及革命精神的具体内涵，对于历史独有的印

象还仅仅停留在历史教科书上以及电影，电视剧里，故而对

革命文化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足，并没有认识到革命

文化教育的重要性。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他们对于革命文化

的认识不足，并没有深刻认识到革命文化的当代价值意义 [4]。

4.2 革命文化教育宣传不到位
纵然革命文化已在各大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融入

实施，但高校对革命文化的宣传教育工作落实得还不够到

位，仅仅只是局限于单一的课堂教学讲授和简单的革命文化

实践活动，并没有深入做到拓展和宣传革命文化教育。有的

高校还未注重将革命文化和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学校内的

革命文化学习氛围不够浓烈，革命文化的教育宣传仅停留在

表面形式，并未意识到革命文化背后的精神实质，而这毫无

疑问会影响革命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融合。

4.3 革命文化融入效果不理想
合理的教学方法选择尤为重要，不仅影响着革命文化和

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效果，还势必影响着革命文化和思想政

治教育的融入质量，一旦方法选择不合理，不仅不能有效提

升革命文化教育的有效性，还会降低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

性。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教师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相对单

一，并没有侧重对于学生的实际训练和指导教学，故而学生

对于革命文化教育知识的吸收效果并不理想，思想政治教育

和革命文化教学有待深入融入。

5 革命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探索
5.1 提高认识，增强学生对革命文化的思想认知

众所周知，在当下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人们的生活，

学习，工作等周围都到处充斥着各式各样，纷繁复杂的信息，

面对这些海量的信息资源，学生的身心、思想、观念等很

容易受到一些外来思想观念的影响，如若不加以合理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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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会对学生的个人成长和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由此可见，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为重要，作为培养学

生学习，成长的主阵地，高校理应肩负起教育育人的重要使

命，要把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主要

重点，通过增强学生对于革命文化的思想认知，来增强学生

的个人意识和思想层次，进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发展。

一方面，高校自身首先要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的思

政教育意识，要认识到革命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重要

性，必要性以及紧迫性，要能够身体力行地去实地践行思政

教育和革命文化融合的相关工作。因为只有自身思想意识坚

定，完善，才能够合理且有序地开展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

及革命文化教育的相关工作，才能更好地深入落实，提高学

生的思想认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高校在具

备一定的自觉性和思想性之后，要积极开展学生对学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如思想政治和革命文化教育公开课、实践

课等，以此来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认识到革命文化教育和思

政教育的重要性。此外，学生本人也要不断增强自身的思想

意识和道德观念，通过积极学习党史，红色文化，革命斗争

史，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等来不断增进自己的思想认知，提高个人意识 [5]。

5.2 创设氛围，丰富革命文化教育的宣传路径
在当下这个信息瞬息万变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喜新忘旧，

喜欢接受新事物，摒弃旧事物，而若想吸引关注则势必离不

开相应的宣传教育和环境浸染，由此可见，科学且有效的宣

传教育方式必不可少，可谓是高校思政教育和革命文化有效

融合的重要手段。为此，高校应积极创设相应的环境氛围，

丰富革命文化教育的宣传路径，来以此提升革命文化思政教

育的有效性。

一方面，高校可以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校内的革命文化实

践活动，比如：鼓励学生参观校史馆，红色文化活动室，或

是鼓励学生踊跃参加革命文化知识竞赛，红色故事演讲比赛

等。此外，高校还可以积极组织学生参加一些校外的革命文

化实践活动，比如：定期组织学生参观革命文化教育基地，

革命文化纪念馆等，以此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验革命文化，

感受革命文化历史，了解革命文化历史。另一方面，高校还

可以积极建立革命文化网站，通过在网站平台上定期更新有

关革命文化的背景知识，历史故事等等，以此来丰富学生对

于革命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另外，高校还可以建立校园革命

文化教育微信公众号，通过革命文化网站和公众号的双向加

持，双管齐下，来有效加强学生对于革命文化的了解，这样

不仅能起到宣传革命文化教育的目的，还能有效促进革命文

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融合 [6]。

6 结语
概而括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为重要。高校要紧抓落

实，通过增强学生对革命文化的思想认知，加强革命文化资

源的开发利用，丰富革命文化教育的宣传路径以及提高革命

文化的课堂融入效果等途径，来有效促进革命文化和思想政

治教育的深入嵌合和耦合共进，以此来有效增进学生对于革

命文化思政教育的理解，提升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和

文化素养，并有效促进其全面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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