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焦作市位于河南

省 西 北 部， 是 太 行 山

一带革命烽火的主要发

源 地， 拥 有 丰 富 厚 重

的红色文化资源。近年

来，焦作市十分重视红

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构建焦作市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资源宝库，

将红色文化资源逐步融

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中，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仍然存在部分大学生

缺乏红色文化认同感、

部分高校对红色文化资

源开发利用不足等问题。

基于此，文章在深入分

析红色文化资源价值的

基础上提出了红色文化

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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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红色文化资源融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路径
桑  苏

一、 焦作市红色文化资源概况

( 一 ) 红色物质文化资源

焦作市拥有丰富的红色物质文化

资源，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鲜

活素材。从空间分布来看，有 6 个县

（市）均被国家有关部门确认为革命老

区，有 9 个县（市、区）被划入首批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晋冀豫片区。2020 年

1 月 2 日，焦作市公布了 50 个红色资

源旅游访问点，包括焦作市人民政府

旧址、焦作煤矿工人罢工指挥部旧址、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部旧址、

太行八英纪念馆、太行区第四专区及

焦作市党政军机关旧址、宋学义故居、

杨介人烈士故居、申亮亮烈士纪念馆、

人民胜利渠渠首等。

( 二 ) 红色精神文化资源

红色精神文化资源是指经过艰苦

奋斗、代代相承的革命优良传统、道

德品质、民族精神等。焦作市拥有丰

厚的精神文化资源，有不畏艰险、顽

强拼搏的人民胜利渠渠首精神；“举旗

太行山，扬名上甘岭”的晋冀鲁豫野

战军战斗精神；传承了“特别能战斗”

的西大井革命精神；被誉为“焦作西

柏坡”的十二会村锻造的“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黄河故宫”

嘉应观承载的“团结、务实、开拓、

拼搏、奉献”的黄河文化精神；等等。

二、 焦作市红色文化资源融

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 一 ) 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
“三观”

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的形成阶段，社会实践阅历少，

受到各种社会思潮及多元价值观的影

响，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及明辨是非

的能力。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的艰苦奋

斗、无私奉献的优秀价值观，能够帮

助大学生摆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价值观的影响。

在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中融入具有焦

作地域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红

色主题实践活动，如组织学生参观申

亮亮烈士纪念馆，近距离了解“人民

英雄”的光荣事迹，学习他勇于担当、

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能够触动大学

生的心灵，激发大学生情感共鸣，使

学生选择并追求高尚的人生目的，在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人生实践中完

善自我、创造人生的美好价值。

( 二 ) 有利于大学生树立崇高的
理想信念

焦作市具有地域特色的红色精神、

红色人物事迹等红色文化资源，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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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坚定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激发大学生为民族复兴和人民

幸福而发奋学习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实践教

学打破传统的理论灌输的教学模式，带领学生重温革

命故事，了解革命志士的伟大事迹、把国家、民族与

个人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感染力，提高大学生的精神境界。

( 三 ) 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重要举措，也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

学的内在要求。焦作市具有地域特色的红色资源，能

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深化大学生对当地文化的理

解和认知。例如，组织学生到焦作市十二会村实践学

习，感受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乡村建设新面貌；让

学生前往宋学义纪念馆，切身体会崇高的爱国主义精

神；参观“黄河故宫”嘉应观，欣赏黄河生态景观和

嘉应观历史人文景观，从而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弘

扬具有本土特色的红色文化和红色革命精神。

三、 焦作市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现状

( 一 ) 取得的成果

近年来，焦作市作为旅游城市，十分重视红色旅

游资源的开发，焦作市各高校充分利用校外红色文化

资源建立了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如寨卜昌红色教育基

地、“西大井 1919”红色教育基地等。高校组织大学生

利用思政实践课、党团活动到这些基地开展学习，让

学生身处红色文化氛围中，增强红色文化教育的影响

力和感染力，从而进一步强化红色文化育人功能，潜

移默化地提升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此外，各

高校在校内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红色主题活动，如河

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利用党团活动，举办以红色

文化为主题的歌唱比赛、诗歌朗诵、经典诵读等，有

效增强了大学生对红色文化价值的认同感。总而言之，

红色文化融入焦作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状态

良好。

( 二 ) 存在的问题

（1）部分大学生缺乏红色文化认同感。大学生作

为特殊的社会群体，自身具有鲜明的特征，如思维普

遍活跃、自我意识强烈、想法不成熟、心理承受能力

较弱等，再加上就业竞争等方面的压力较大，使个别

大学生在利益的驱使下产生了红色文化无用论的错误

观念，认为红色精神文化对于自己的学习成绩提高、

找工作没有实际意义。同时，部分大学生受国内外各

种错误思潮、腐朽观念的影响，存在拜金主义、享乐

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观念，甚至认为当今社会

和平稳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艰苦奋斗的精神已经

过时，不认同红色文化的价值和功能，从而影响红色

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入。

（2）部分高校对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不足。在

红色资源开发方面，部分高校未能从整体上统筹规划，

没有和地方红色基地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仅仅为了完

成任务，形式化地组织部分学生进行几次现场实践教

学，很难达到育人目的；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停留在表面，只是利用一些纪念日或某些特殊节日临

时加大红色资源的宣传，组织师生进行红色教育，临

时抱佛脚，很难达到预期的思想政治教学效果。在红

色资源利用方面，高校教师在课堂上融入红色资源相

对较少，尤其是对红色资源蕴含的史实、道德、作风、

精神等内涵缺少适度拓展，未对具有地域特色的红色

资源进行充分挖掘和整合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

性未能得到充分的显现。

（3）部分高校对红色文化资源利用方式有待完善。

虽然目前各高校已经逐渐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

学改革与创新，但是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先，教

学方式仍以传统的授课教学模式为主，教学水平参差

不齐。部分高校教师对于本地红色文化资源不够了解，

对史实了解不够透彻，课堂教学与学生实际需求脱节，

缺少教学设计，缺乏与学生的课堂互动，教学形式单一，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够高。其次，部分高校缺乏专业

的固定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教学经验不足，思政课程

资源不够丰富，教学素材不具有时代感，缺乏吸引力，

红色资源引入课堂效果不佳。

四、 焦作市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路径

( 一 ) 优化校园红色文化环境，提升学生认同感

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对学生起着潜

移默化的影响。目前，焦作市各高校越来越重视组织

学生开展丰富多样的红色主题活动。一是利用思政实

践课或党团活动开展红色征文、红色朗诵比赛，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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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作用。

( 四 )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丰富教育教学形式
科技的发展为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提供了巨大空间。目前，焦作市成为首批加入“红

色旅游数字联盟”并被重点展示的旅游城市，该联盟

线上展示平台包括嘉应观景区、西大井 1919 文旅景区、

人民胜利渠渠首、中站区十二会村等红色资源旅游访

问点。高校可以利用这些红色旅游访问点在云端与学

生分享红色资源。同时，一些高校正在探索在校内建

立红色文化长廊、红色文化展览馆，借助 VR 虚拟设备、

3D 技术、多媒体电子设备等，将传统的教学内容和先

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以更好地弥补传统课堂教学的

不足，降低前往红色教育基地参观的成本，丰富红色

文化教育教学形式。

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崇高的理想信念，增强文化自信。

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可以深入挖掘本土

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及价值，充分发挥红色精神文化

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结合高校学生的心理特点

和教育目标，形成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的联动培养机制，

增强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使焦作市红色文化资

源更好地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者单位系河南工

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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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红色电影，寓教于乐，让学生深刻感悟焦作市红

色文化、红色精神的魅力。二是在校园建立红色文化墙，

充分利用校园长廊、楼宇、道路等，将人民胜利渠精神、

“南水北调”精神、宋学义精神等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

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让学生在校园里切身学习和领

悟优秀红色精神。

( 二 ) 拓展红色实践基地，优化资源利用方式
红色资源实践基地的成立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

有重要作用，不仅更好地传播了红色资源的内容，也

激发了学生对红色资源的学习积极性。近年来，焦作

市各高校不断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实践基地的育人价值，

与红色教育基地建立长效合作培养机制，定期组织学

生到基地学习，如利用思政实践课实地参观学习、利

用暑期到红色基地进行社会实践调研、以党建带团建

积极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等。此外，高校可以选拔一些

优秀的学生担任红色基地志愿者，亲自参与讲解，以

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推进焦作市红色文化有效融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善融入方式单一的问题。

( 三 )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发挥课程育人作用
思政课堂教学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主要

阵地、主要渠道的作用，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高校思政课教师的

队伍建设，抓好思政课课堂教学主渠道，改变传统的

教学模式，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让红色文化

资源为课堂教学服务，如组织学生参观晋冀鲁豫野战

军第九纵队司令部后，思政课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向学

生系统深入地讲述革命历史背景、发展进程及价值意

蕴。二是专业课教师可以充分挖掘焦作市本土红色资

源中蕴含的知识和精神宝藏，并融入各学科的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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