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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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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色文化作为党带领人民实现民族复兴征途中积淀的精神符号，对于培育新时代青年学子具有无可比拟的深刻价值。

通过资料梳理和实证调研发现，西安高校蕴含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而这也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红色”底色，成为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素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运用红色文化资源时，应坚持意识形态主导性、隐性渗透与显性塑造相结合、实践体

验和理论教育相结合、师生共建共享共学等基本原则。在具体实施中，应结合本校实际，运用新媒体技术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

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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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Xi’an

WU De-hua, WANG Yuan-qi
(Marx colleg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9, China)

Abstract: Red culture, as the spiritual symbol accumulated during the Party’s journey of leading the people to
achieve national rejuvenation, has an incomparably profound value in cultivating young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It is found through data combing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Xi’an are
endowed with rich red cultural resources, which also constitutes the “red” backgrou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material for the corresponding educa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leading position of ideology, combination of recessive penetration and explicit molding, combination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education, and teacher-student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In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the red culture resource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using the new media technolog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school.
Key words: university in Xi’an; red cul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为指导，在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

伟大征途中所型塑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制度文

化、精神文化、符号文化等的集合。它根植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具有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性等

鲜明特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

强国的精神力量。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

平先后到西柏坡、延安、遵义、井冈山、上海等革命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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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考察调研时，一直反复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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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革

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1］215 在新时代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征途中，只有大力传承红色文化，才

能有效揭批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守旧主义

等错误思潮，增强社会主义价值认同，以清晰的文化

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因而，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

主阵地，深入挖掘并宣扬红色文化资源，既是贯彻落

实总书记讲话精神的重要抓手，又是推进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具体路径。

大学阶段是青年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在思想

政治教育和日常生活中融入红色文化，既可以激发爱

国、爱党热情，又可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以实效性

为考量，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有针对性地选择和编排红

色文化案例，同时应充分考虑案例材料的在地化或本

土化。具体来说，高校应契合实际，在深挖本地、本校

办学历史中有关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提升凝练，融

入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最大限度地引起学生共鸣，提

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在这方面，西安高校内含

的红色文化资源的确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一、西安高校蕴含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西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发生了许

多可歌可泣的红色革命故事，拥有包括红二十五军军

部旧址、西安事变旧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在内的

一百多处珍贵的革命旧址，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

不惟如此，西安也是全国拥有高校数量最多的城市之

一。与西方大学的发展演进不同，中国现代大学自产

生之日起，就播下了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种

子，践行兴学求强、以学报国的高远追求［2］。因此，西

安高校所蕴含的丰富红色文化基因，是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抓手和推进红色文化“本土化”的鲜活资

料，它既可以增强师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感染力和

归属感，又能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树立远大目标。

一是西北联大的“兴学强国”精神。西北联大与

西南联大是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大的两个大

学共同体。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保存高层次专

门人才的培养基础，京、津地区的北平大学、北平师

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三校西迁陕西西安，组建了“国

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将现代大学制度系统

地植入西北，为构建西北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基

础。她所聚集的著名学者、培养的俊彦才杰，为战后

中国西北开发和建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积蓄了

宝贵的人力资本。

以“兴学强国”为核心的西北联大精神是在民族

危难中磨练锻造的，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是中国高等

教育的精神财富。“兴学强国”根源于反侵略、反压迫

的民族诉求，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精神在大学文化中

的体现。她的办学实践，深刻地说明了：只有民族独

立，才有学术自由；大学的责任使命就是服务国家战

略的自觉实践；“兴学强国”是民族文化的高度自觉。

因此，西北联大在抗日战争中高举“兴学强国”的旗

帜，树立了历史丰碑［3］。

二是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西迁精神”。1956年，

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从繁华大都

上海奔赴千里之外的古都西安，投身于广袤的大西北

建设。1959年，内迁西安的交通大学部分正式改名为

“西安交通大学”。当时，学科设置不仅有机、电、动等

传统优势学科，还创建了无线电、原子能、工程力学等

一批新兴学科。迁校最初的10年间，不仅培养人才达

万人之多，而且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也不胜枚举，在

西部，甚至是全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骨干和生力军

作用。在60余年筚路蓝缕的历程中，西安交通大学形

成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

“西迁精神”。2017年12月，习近平在给西迁老教授

的回信中指示：要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

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而在2018年的新年致辞中，

他再次提及“西迁精神”，并将其与爱国奉献、矢志奋

斗紧密结合在一起，赋予其强烈的时代价值［4］。

不惟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等西安名校，也都是由东部地区远迁而来。新中国

成立后，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三校的航空工

程系合并在一起，在南京组建了华东航空学院。这是

新中国第一批高等航空院校，她以一流的师资和航空

专业闻名大江南北。1956年，华东航空学院响应党的

号召，服从大局，整建制西迁。1957年10月与西北工

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的成立

对新中国在西北建设我国规模最大的航空科研、教育

和生产基地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谱写了西迁的

辉煌篇章。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也是1958年由张家

口迁至西安。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到1988年改为

现名。学校以电子信息技术学科为龙头，参与并见证

了新中国电子信息工业从落后到崛起的伟大历程，在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项目实施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为中国现代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

大贡献。

三是西北大学侯伯宇先进事迹。西北大学侯伯

宇教授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高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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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扎根陕西从事教学科研的45年中，先后培养出15

名国际知名学术带头人、10名国际著名学术基金获得

者、5名国家和省级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带出一支名震

中外物理学界的“西北军”。在物理学前沿领域，他所

创“侯氏理论”在理论物理和数学物理方面影响巨

大。侯伯宇教授爱国爱党，忠诚党的教育科技事业。

他攻坚克难、勇攀科学高峰的探索精神，爱岗敬业、精

心育人的师德风范，顽强拼搏、不畏挫折的奋斗精神，

朴实无华、淡泊名利的人格品质是全国知识分子的典

范，更是全国共产党员的楷模。侯伯宇教授逝世后，

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国各地学习宣

传其先进事迹。中宣部将侯伯宇先进事迹作为全国

重大典型进行集中组织宣传。

除上述提到的红色文化资源外，陕西师范大学有

扎根西部、教书育人，坚守担当、奉献祖国的“西部红

烛精神”；西安石油大学积极传承“为国分忧、为民族

争气”的铁人精神；西安工业大学大力倡导“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兵工精神。凡

此种种，不一而足，都说明了西安高校蕴含丰富的红

色文化资源。可以这样说，西安高校基于本校历史起

源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个性突出的红色文

化品牌。可以说，西安高校红色文化就是基于本校校

史发展以及校园建设，形成以个人、群体或专业导向

的拼搏奋斗、报效祖国的伟大爱国情、报国志。这恰

也成为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财富。

二、高校红色文化回归思政课的可行性

西安高校所蕴含的丰富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政课

全面育人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成为思政课实现新

突破的新契机。

第一，红色文化是思政课的内在因素。思政课作

为一门德育课程，其最直接的目的是进行思想教育、

政治教育，培养和塑造爱祖国、爱人民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思政课的一项关

键模块对思政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不仅要向

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立场，介绍中

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百折不挠

的抗争赢得了新中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

就，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以及承担的历史

重任，而且还要让学生主动走进思政课，正确认识中

国坎坷曲折的历史、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当下以及无

限希望的未来，从学生内心出发，让学生主动感受体

验、内化升华，于内心深处生发真挚的爱国主义情

感。在此意义上说，红色文化不是思政课的外在嵌

套，而是内在包含。因而，与其说是红色文化“走进”

思政课，不如说是“回归”，红色文化本身就是思政课

的重要因素。

第二，西安高校红色文化与思政课的无缝衔接优

势。西安高校自身蕴含红色文化资源，在校史展览、

建筑雕刻、标语宣传方面已无形地打上了本校红色文

化的烙印，对生活其中的学生来说，这种环境带给他

们的是隐性的、和缓的、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种

高校自带的红色文化资源对思政课教育无疑是一个

助推器。西安高校的红色优势和学生的自身认同，使

红色文化走进思政课堂不存在生硬感和陌生感，相反

是一个师生双向体验、互动交流的主动转向。正因如

此，西安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走进思政课更加自然、更

有效率。

第三，红色文化体现了思政课的政治立场和道德

导向。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

的革命、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历史

遗存，具有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情感教育的综合功

能。其特有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引领对学生的思想品

德和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2016年12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曾强

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5］ 。继承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红色基因，是思政课宣讲的必要内容。因

而，红色文化走进思政课能将红色文化资政育人的

辐射作用进一步扩大，使红色文化自身得到传播的

同时也推动思政课的发展，以及参与者的道德熏陶和

价值提升。

三、高校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基本原则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的“八个相统一”，是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具体而言，就西安

高校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其所遵循的基本

原则主要有：

第一，坚持意识形态主导性，全方位全过程育

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

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

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并促使其自主地接受这种影

响，从而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

德的社会实践活动。”［6］4 因而，思政课必须牢牢把握

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把学生培养成为信党、爱党、爱社

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思政课不仅是传授

科学知识的课堂，也是坚守意识形态、匡正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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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价值观的理论阵地，承担着立德树人和理想信念

教育的根本重任。红色文化自身的政治性恰与思政

课的意识形态主导性相契合，因而，红色文化回归思

政课首要的基本原则就是必须把握好意识形态，让红

色真正体现“红色”。“西迁精神”、“侯伯宇先进事迹”

等无不体现着鲜明的红色基因。以这些鲜活的精神

材料引领学生，自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示范性。

第二，隐性渗透和显性塑造相结合。思政教学是

进行铸魂育人工作的，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

要塑造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政治素养，不能紧紧依靠课

堂知识的灌输，还必须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自然

而然地引领学生爱校、爱党、爱国。因此，思政课在教

学过程中，案例的选用和介绍可以充分关照在地化的

红色文化资源，“于细微处见真章”。为此，具有红色

基因的校史档案资料、校园雕塑、校园建筑等，应当是

再合适不过的素材。例如：西安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塑

像、西北工业大学刘海滨塑像、西北大学的侯伯宇先

进事迹展览馆、西安石油大学铁人王进喜纪念馆等，

都会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给学生以直面的政治教育和

道德教育，为思政课创造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良好的

红色氛围。

第三，实践体验和理论教育相结合。思政课是一

门学理性很强的学科，常常被称为“理论灌输”，实践

效果在短时期无法检验。在思政课中加入有针对性

的红色文化知识，可以使得红色文化所具有的生动形

象、感染力强的特征突显，因而能够激发广大人民群

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情怀，从

而确立崇高的理想［7］。因此，高校红色文化资源介入

思政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思政课理论说教的不

足。推及到教学中，思政教师在讲述革命人物的艰苦

奋斗时，可以带领学生参观革命遗址、纪念馆等地，实

地感受革命先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解放祖国的艰难

历程，直面革命事实、感受历史境遇，让学生在接受系

统理论教育的同时，切实感悟历史和现实，将理论运

用于实践中，用理论不断锻造高尚品质。西安各高校

的校史馆、革命先烈的纪念馆、博物馆、雕塑等，都是

思政课实践体验的理想场所。

第四，师生共建共享共学。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

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实践沉淀下来的历史遗

存，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资源，也成为我们的优秀民

族精神。因而，红色文化走进思政课堂时要把握好民

族性、时代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新时代，社会信息化

已然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现实背景，如何实现信息共

享、如何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成为思政课创新发展的关

键所在。因此，可以考虑从师生共建共享共学这一原

则出发，推动课堂创新。具体说来，围绕某个特定理

论或现实热点，课堂上师生共同建设与学习。在这个

过程中，老师把握基本的原则，学生搜集素材并进行

编排，师生互动探讨交流，最后形成一个基本的共

识。一般说来，为了使得探讨深入，师生双方一定都

会选择贴身的事例来进行论证，这就会使得在地化的

红色文化资源成为基本素材。所以，师生共建共享共

学的思政课堂，要求学生参与进来，成为讲述者、体验

者，分享自己的红色体验和红色感悟，通过具体情景

故事的展示，增强思政课的在场感，让每个人成为课

堂的主人。

四、西安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

的具体做法

结合西安本地实际，高校红色文化资源在回归思

政课教学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

实现。

第一，以思政课程教学内容链接红色文化资源，

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西安高校丰富悠久的红色文

化资源为思政课提供了丰厚的教学资源，自然可成为

思政课内容的链接对象，这不仅是思政课教学性质的

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培育时代新人目标的时代诉求。

例如，教育者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中，简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初步探索

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模块时，可以从“西迁人”应党的号

召，不畏艰难，主动请缨远赴西北建设的光辉事迹出

发，感受那个年代每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忠诚、对祖

国的热爱。从照片、故事、纪念物中，从一个个具体可

感的事物中感受党带领人民在艰难中崛起的艰辛历

程以及受其滋养的伟大民族精神。链接这些珍贵的

红色文化，不仅丰富了思政课的教学内容，也彰显了

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

第二，设计红色文化专题学习模块，增强思政课

的说服力。西安高校部分院校在校园建设中已经建

造了体现红色基因的纪念馆和展览馆，为校园师生创

设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但在专题学习模块还处于初级

阶段，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了解和接触仅限于学校的一

些宣传标语以及老师的课堂介绍，在自主学习方面还

存在一定空缺。因而，红色文化走进思政课堂要达到

实效，就必须首先整合设计红色文化资源，建立专题

学习模块，让学生兴趣有归宿，兴趣更强烈，增强思政

课的吸引力。例如在讲到“一带一路”倡议时，可以结

合西安高校已取得的成就加以例证。其中，西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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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支中亚考古队，连续十多年一直在中亚一带从事田

野考古。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不仅限于学术方面的重

大突破，更重要的是密切了中国和中亚各国普通民众

的关系，是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者和参与者，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中亚考古队把对

党、对祖国的热爱融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为还

原丝绸之路历史风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驼铃回响的

千年丝路唱响了新时代高校师生知识报国的浩浩长

歌［8］。以这样的案例融入思政课，可以避免学生因为

单纯理论灌输带来的枯燥感和厌倦感，把思政课从高

大但却有些说教的理想世界拉回到近在咫尺、可感触

的生活场景中来。本地、本校拥有的红色文化资源为

这种回归提供了优质的教学资源和丰硕的文化成

果。因而，以思政课内容结合学生喜闻乐见的本地、

本校红色文化人物故事以及活动作为专题学习模块，

既是思政课自身的内在诉求，也是增强理论说服力的

必要形式。

第三，积极探索用现代VR等技术重现高校红色

文化，增强思政课的体验感。伴随着“虚拟现实时代”

的到来，VR技术成为新宠儿，而思政课中红色文化由

于跨度时间长、内涵丰富等特点，在时隔久远的今天，

面临如何实现时空跨越而感同身受，达到净化心灵，

提升素养的效果，这成为思政课教学的一个现实难

题。VR技术的到来为缓解这一困境提供了些许可

能，虚拟仿真技术的运用可以将学生带入一个“真实”

情景中，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验革命先烈为民族解放

英勇奋斗的艰难历程，以及改革、建设先锋为民族复

兴缪力奋斗的蓬勃热潮。以“他者”的身份去聆听、去

感悟，始终还存在一个教育客体“进不进入课堂”的主

观差异，而VR技术打破了“他者”的视野，将每一参与

教学活动的客体变为课堂的主人，以“我观”、“我想”

的方式不自觉地融入对教学内容的体验与思考，让学

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课堂主人”。

结 语

西安是高校重地，又蕴含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高校本身培育人、塑造人的责任使命恰与渗透血液中

的红色文化方向一致，道路一致，气质一致，是新时代

高校资政育人的新亮点。就教育本质而言，最好的教

育是能以学校历史和现实发展为依托，在无形之中让

学生自觉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和政治意

识。也就是说，以可显、可触、可感的红色文化物质基

础来创设一种学生理解、认同并从内心接受的红色文

化氛围，让学生在无形中感受红色文化、涵养红色素

养、追随红色精神、担当红色使命。因此，西安高校红

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堂既顺应了党中央的号召，又

契合了学生的现实诉求，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旨

归，是新时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八个相统一”的路径

创新，也是思政课发展的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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