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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党建工作的价值研究
李萌旸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沈阳 110122

摘要：近年来，各高校把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列为了重要学习内容，加强“四史”

学习在党建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史国史、革命精神、红色文化对于广大党员始终保持先进性起到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学习斗争精神、弘扬革命精神，有利于保证高校党员坚定立场、坚定

意志、坚定信念；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党建工作中，有利于党员不断夯实理论基础、提升个人理论素养，有利于党

员时刻武装头脑和提高党性修养，有利于推动高校党建工作的创新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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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色文化的内涵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

设和改革时期所创造出的不同以住、不同别国的先进文

化。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合所

接触的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许多个先进文化成果，将

所采集的中外优秀文化养分特别是吸收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精髓通过思想层面的优化、适配、融合、沉淀，生

成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从中国革命战争中孕育、从中

国革命道路中生成、在中国革命历程中发掘、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传承。从广义层面来看，红色文

化一般指的是人们在物质、精神力量方面所达到的程度、

方式及其成果，这是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进程角度

出发并不断发展从而得出的结论；从狭义层面来看，红

色文化特指为实现民族解放与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凝结

而成的观念意识形式，是在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努力创造

的、不断积累的、保持延伸的、持续拓展的、能够满足

人民需要的、永远服务人民群众的、在过去得到印证真

实可行的、在今天仍能持续开发利用的各种精神及其物

质载体的总和。

红色文化包含物质和精神两种文化形态，此外还表

现在理论层面。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在现实中的具象、

载体和能够传承的依据和依托，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人

领导人民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征程中、

时代进程中，留下的富有历史纪念意义、具备时代价值

的历史遗存、纪念场所及红色文化物质产品等。包括共

产党人真实生活、战斗、实践的区域如一大会址、遵义

会议会址等红色遗址、革命老区，以及革命文献、遗物

等；也包括后世为纪念瞻仰先辈而修建的体现红色历史

的革命展览馆、名人故居、纪念馆藏、纪念碑、文化园

等典型缩影；还包括一切以文学艺术的手法再现红色事

件及革命观点、记录表达红色文化的作品如诗歌、小说、

歌曲歌谣、戏剧等丰富形式，即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表现

形式对革命文化及思想进行二次创作，使人们与红色文

化的历史内蕴产生意识关联。从这个角度上讲，红色文

化的载体可以是人、是事也可以是物，这些呈现物质形

态的红色资源是历史和时代的见证，是人民伟力的体现，

也为红色文化的保存、传承、发扬提供了物质基础。精

神文化是指在革命斗争、革命建设与革命发展过程中产

生的红色文化的非物质形态，着重体现在精神价值层面，

主要以红色革命道路、红色革命文化和红色革命精神为

主线，并由此形成党在奋斗历程中孕育出的革命精神谱

系。主要表现为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航天精

神、改革开放精神等红色革命精神，这些不同时期党领

导下的中国人民形成的革命精神，展现出英雄人物的伟

岸形象，凝练出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概括出党在历史

征程和时代奋斗历程中的价值追寻，深植在人们的内心

之中，时时刻刻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发挥着积极向上

的作用。可见，精神层面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主要内核，

这种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集物态、事件、人物和精神于一

体，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作为载体进行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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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是中国人民在改造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精神成

果的总和的集中体现，在新时代鼓舞着前进的脚步。从

这个角度上讲，红色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思想精髓，具

有超时空的价值。理论层面的红色文化是指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经过历史检验、人民

考验、时代印证的，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先进

的思想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层面

的红色文化蕴含着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精髓，

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体现党在各历

史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总结。

红色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内涵，是在长期

的历史革命斗争中逐步淬炼出来的，有着鲜明的中国特

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汇聚和体现了中国人民忠诚、

担当、求实、奋斗、团结、友爱、创新、奉献的优良品

格。红色文化具有特殊时代意义，它凝结、积淀和传承、

续写着爱国爱民、信仰坚定、敢于斗争、勇于拼搏、自

力更生、不怕困难、团结进步、开拓创新的红色精神；

它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文化结晶；它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

的延续，彰显中国共产党最真挚的情怀与最鲜亮的底色。

结合高校党建工作来看，作为一种思想形式，红色文化

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2.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党建工作的价值

2.1 筑牢思想根基

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年代通过不断抗争和

不懈奋斗，由传统文化内生出的红色结晶。红色文化为

高校党建工作的开展提供着充分的理论准备和优质的

思想素材，表现出共产党人鲜明的党性修养和政治追求。

它是意识形态建设变革创新的根基，对于教育高校师生

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坚守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信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信心，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

勇敢坚决地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消除和抵制各种腐

朽、不良思想的影响等具有重要思想引领、价值引导作

用，从精神溯源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形成

提供了土壤。

高校党建工作要在思想上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

动权，要充分发挥优势，要学好、讲好、用好、传播好、

传承好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无数中华

儿女在浴血奋战、继往开来的实践中的产物，将红色文

化融入高校党建工作中，一方面能够使党员深刻理解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社会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长期建设中的制定，同时使党员能够深入学习、领会和

明确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发

展和不断飞跃，通过理论内化实现精神渗透，增强党员

政治认同和对学理的解读，做到自觉遵循、贯彻落实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有助于引导党员端正

态度动机、提高政治觉悟、提升思想素质、提高政治站

位、坚持党性锤炼、提高品行修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使党员时刻保持昂扬的姿态和向上的精神，紧随时代发

展步伐，通过思想建设实现红色精神扎根党员自身价值

体系并有机融合，切实增强党员个人的政治能力和组织

战斗力。

加强红色文化的学习能够增强学生党员的历史自

觉性。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长河的一粟，根植

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明，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神特质，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红色

动力，凝聚着鲜活的红色基因。学生党员要树立大历史

观和正确党史观，真正理解历史、把握历史，增强历史

自觉和历史自信。

传播红色文化能够凝聚红色力量。红色文化从仅有

规模较小的革命者群体宣传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

说明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精神层面熏陶，更加关切红色文

化的价值意蕴，不再简单停留在口口相传或对其概念类

型等浮于表面的理解，红色文化传播朝着纵深方向推进。

另外，红色文化能够主动适应时代的属性，文化内涵与

表现形式越发通俗易懂，精神价值与物质力量兼具，形

成了淳厚且浓重的文化声望，这些传播因素成为它融入

高校党建工作的条件。高校是承担教育活动的重要载体，

高校党建工作发展将通过传播红色文化凝聚而来的磅

礴红色力量持续推动。

2.2 丰富资源载体

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为高校党建工作开展党性教

育提供了重要的多样化的载体，高校党建利用丰富的红

色文化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教学和丰富多彩的党

性教育实践，能够不断拓宽教育渠道，切实强化情感体

验；借助红色文化资源的物质载体，能够克服单纯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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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空洞说教”，避免枯燥乏味，突出党性教育的

针对性、趣味性和感染力；红色文化资源蕴藏丰富的精

神内涵，使高校党员能够感知感悟历史，通过红色文化

的有效融入从而增强党性教育的实效性，实现党性教育

的目的，同时极大地增强高校党建的向心力和有效度。

红色文化的内容及形式拓宽高校党建工作渠道。通

过找准与红色文化的契合点，打造红色教育新局面。一

方面，充分利用好物质形态红色文化，使其能够体现英

雄壮举和爱国力量，借助和运用红色故事、红色音乐、

红色影视等素材，使党员在学习教育中接受思想启迪和

经受精神洗礼，特别是对于高校学生党员能够增强党的

执政认同感和价值认同感，使得感染力和影响力在精神

的贯穿和价值的呈现中得到提高，从而引导学生党员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这个层面来看，红色

文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教材活力；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好

精神形态红色文化，使红色革命基地与实践基地建立深

度关联，将红色文化积极落实，通过实地育人、场景化

人等方式打通高校党建工作的渠道，助力高校党员特别

是学生党员持续学习好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及其创业

史过程，增强情感共鸣、心灵冲击和教育体验，使党员

在接受红色教育的同时自觉传承革命传统教育思想和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党员对于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探知能力，扩大

价值观念的影响力度，充分发挥党员先进模范作用，自

发以行动外化践行，从而提升党员特别是学生党员对于

思想的学思践悟及对优秀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的理解

度、认同感、学习力度、实践效能，增进对中国共产党

的拥护信赖，增强对红色精神的感悟，充分发挥红色文

化在高校党建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层面来看，红

色文化拓宽了实践中的载体活性。

2.3 强化理想信念

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凝聚和形成了共产主义理想和

社会主义信念，这种特质的理想信念在各个历史时期、

各个当下时代都始终保有持久的进步性和蓬勃的生命

力。红色文化吸收了国内外先进文化，为高校师生党员

强化理想信念、坚持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找到了根

本遵循，为高校党建工作建立信仰阵地提供了精神支撑。

红色文化能够补充精神之“钙”，高校党建工作必

须重视和抓好这种强烈需求。一方面，红色文化的原生

价值具有鲜明的政治引领性，它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理论精髓蕴含其中，在时代发展中符合社

会思潮的主流趋向，体现着在各历史时期中的理论总结

及经验教训，在红色文化的渗透中引导师生党员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主动甄别多元思潮、

学会价值判断，从而为高校党建提供深刻的理论养分和

筑牢意识形态领域信仰堡垒；另一方面，红色文化蕴含

着中国共产党人及革命先烈所具有的坚定的政治立场、

崇高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不懈的价值追求等

高尚品质，它具有传承性和时代性，展现出跨越时空、

恒古持久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在新时代保持共产党人

的革命精神不断传递，它展示着一种理想与追求，引导

和支撑高校师生党员将个人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紧密

结合，它承载着一种信仰与情操，为高校党建工作构建

具有红色活力的信仰支柱，影响和激励高校党员传承红

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坚守初心使命、奋进时代力量，

自觉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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