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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红色家风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必要性

红色家风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弥足珍贵的精神文化资源，

红色家风具有“舍生取义”的豪迈气概，具有“胸怀天下”的使

命感，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知乐而乐”的家国情怀。

红色家风是众多卓越共产党员为国家复兴持续奋斗所凝结的宝贵

成果。它深刻彰显了革命先烈们深厚的爱国情怀，具备强大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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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力，是培育大学生家国情怀不可或缺的滋养源泉。将红色家风

融入高校思政课程，旨在让大学生深刻领会家国情怀的真谛，并

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意识，助力他们在应对社会变迁与多元文化

冲击时，能够秉持正确立场，进而捍卫中华民族文化的安全与国

家主权。

（一）培养新时代大学生的家国情怀

红色家风是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中的一种宝贵财富，它具有

四川是一片充满红色印记的革命热土，川军也是我国参加革命战斗人数最多、牺牲最为惨烈的地区之一，红色家风流淌传承，犹如

一轮皓月，永照巴山蜀水。将红色家风融入高校思政课，对于培养新时代大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将从四川红色家风的概念与内涵、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必要性、路径与方法以及实施效果等方面进行详细研究。四川，这片历

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孕育了丰富的红色家风资源，这些资源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华大地的红色记忆中。朱德、

江姐等革命先烈，他们的英雄事迹和家风传承，不仅是四川人民的骄傲，更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朱德元帅一生忠诚

于党、忠诚于人民，他的家风严谨朴实，强调自律自强、艰苦奋斗；而江姐，则以她坚定的革命信仰、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对家人的

深情厚爱，展现了革命者的高尚情操和家国情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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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豪迈气概，具有“舍小家、为大家”的

家国情怀，更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将红色

家风融入高校思政课，可以让大学生在了解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

和崇高精神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家国情怀的内涵和价值，从而

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在四川区域内，诞生了一批

又一批革命领导人，如：邓小平、陈毅、朱德等，在思政课教学

中，充可以分利用自身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特别是以革命领导

人为代表的红色家风，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到大学生教育的全过

程 [2]。突出对大学生传承革命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

植爱国情怀的教育与引导，让学生在进校之初即以杰出的川籍革

命家为榜样，端正学习态度与目标、树立爱国为民的远大理想。

这一举措不仅深化了大学生对红色家风的认同，也提升了他们的

家国情怀。学生在接受红色家风教育的熏陶后，积极将红色家风

传递出去，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如走进红色场馆搜集和体悟

红色家风故事，组织爱心义工活动等，既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

活，也促进了红色家风的传播和弘扬。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应当深入挖掘并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

红色家风资源。为了做到这一点，高校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资

源的收集与整理。一方面，可以组织专业的历史研究团队，深入

查阅相关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和回忆录，从中提炼出革命先烈

们的英雄事迹和家风传承的精髓；另一方面，还可以组织师生进

行实地走访，亲临革命遗址、纪念馆、博物馆等地，通过实地考

察、现场学习的方式，更加直观、深刻地感受革命先烈的崇高精

神和优良家风 [3]。

（二）涵养新时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家风是一种在家庭中、在家族中普遍认同的文化观念，它对

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具有一种无形的影响力。红色家风是在革

命、建设、改革三个历史阶段的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种文

化成果，这是优秀共产党员教育子女树立正面、正确、健康价值

观的一种经验，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德育方式和方法。将红色家风

融入高校思政课，可以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浸润大学生的日常生

活，对他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将正确的价值观念传递给他

们，从而涵养他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课堂上讲述朱德、

邓小平等四川籍革命家的家风故事，让学生感受到他们坚定的理

想信念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红色家

风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同时，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开展红色

家风主题演讲比赛、征文比赛等活动，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责

任感。新时代大学生对于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变得愈加强烈，

在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编制系列与四川红色

家风有关的红色剧本，推动常见常新，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推崇本土文化的过程中提高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 

同感 [4]。

（三）促进新时代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红色家风是众多优秀共产党员在治家、为人和处世上的优秀

品质的集中体现，是推动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宝贵的

教育资源。在红色家风中，理想至上的家国情怀对大学生的理想

品格具有一定的塑造作用。以身作则的立人之道、淡泊名利的处

世原则、严慈相济的治家原则可以培养出大学生们吃苦耐劳的意

志品质，让他们学会低调做人，不慕功名，更好地树立起担当意

识。将红色家风融入高校思政课，可以通过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

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发大学生的奋斗精神和进取意识，促进他们

的全面发展。一是可以塑造正确的价值观。红色家风强调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等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对于新时代大学生来说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学习红色家风，大学生可以更加深刻

地理解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从而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是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品

质 [5]。红色家风中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新时代大学生不可或缺的品

质。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辈面对艰难险阻，依然坚定信

念、勇往直前。这种精神对于新时代大学生来说，是一种宝贵的

精神财富。通过学习红色家风，大学生可以培养起坚韧不拔的意

志品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更加勇敢和坚定。三是可以提升道德

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红色家风中的廉洁奉公、诚实守信等道德品

质是新时代大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通过学习红色家风，大

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道德的重要性，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

并学会如何在社会中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6]。

二、四川红色家风在高校思政课的实践应用

红色家风作为革命先辈和优秀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国

家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蕴含着深厚

的爱国情怀、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优良的生活作

风。在新时代背景下，将红色家风融入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不仅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培养新时代大学

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具有深远的现

实意义。

（一）整合地方红色家风资源，完善思政课顶层设计

将红色家风深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

全方位、多层次的推进。一是要突出对四川省具有代表性的红色

家风资源的梳理。要做好驻地红色家风资源的梳理，特别是注重

地方特色红色家风资源的梳理，如对四川省以邓小平、朱德、陈

毅、张思德等一批革命领导人的红色家风梳理，秉承尊重史实的

原则，将革命领导人的优秀家风与大学生的励志成才教育结合起

来，形成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红色家风教学素材。二是要建立一支

高素质的思政课师资队伍，提高思政课教师讲授红色家风的能

力。要把红色家风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去，就必须保证大

学教师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例如，高校老师可以参加到红色家

风理论的学习和培训中去，从理论上加深对红色家风的理解，并

通过对红色家风的学习和研究，来丰富自己对红色家风的认识。

其次，要注重提高学校各部门之间的合力，特别是校团委、宣传

部、学工处以及马院等。在此基础上，从人力、财力、物力三个

方面为红色家风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力的保障，创造良

好的环境 [7]。

（二）强化新质生产力运用，丰富思政教育手段

新质生产力作为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一种生产力的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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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势能，是实现社会生产力跃

迁的重要着力点。新时代伴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等技术的快速发

展以及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步伐加快，新质生产力强调强调

创新、数字化、智能化等要素，要求劳动者具备持续学习和自我

更新的能力，以及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和职业环境的能力。因

此，在思政教育中强化新质生产力的运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在开展思政课堂教学

的过程中，可以积极地融入新质生产力教学元素，如可以利用江

姐故里红色教育基地资源，打造“沉浸式”思政课教学课堂，借

助于角色扮演和情景再现，实现当代大学生与杰出校友“江姐”

江竹筠烈士的跨时空“对话”，增强思政教学的历史感、场景感、

真实感与创造感。借助于新质生产力教育教学这种“沉浸式”的

教学方式，能够让大学生能够亲身感受红色家风的魅力，加深对

红色家风的理解和认同，从而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 [8]。

（三）积极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唱响爱国主义时代主旋律

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历史使命，它要求

我们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让这份精神力量在

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四川，这片承载着无数革命历史

记忆的红色热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孕育了

伟大长征精神、三线建设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等

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的深厚底蕴。为了赓续这些优良传统，需要我们思政课教师要履

行好第一责任人，唱好“大合唱”，共同为红色基因的传承贡献

力量。如近期四川省出台了《四川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及

其实施办法，从制度层面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提供了有力保

障。同时，我们建立了省市县三级保护传承联席机制，联动文

物、宣传、党史、教育等多个部门，共同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利用

的三年行动，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这一系列举措的实

施，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保护和传承红色资源，更能够激发广

大干部群众的爱党爱国热情，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得到更好的传

承和发扬。让我们携手共进，为传承红色基因、唱响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时代主旋律贡献自己的力量 [9]。

（四）强化教师队伍建设，深化他们对地方革命文化资源的

理解与珍视

四川，这片红色沃土孕育了丰富的革命文化资源，为思政课

教师提供了宝贵的教学素材。提升教师对革命文化资源的价值认

识，使他们能深刻领悟其教育意义，是融入工作的关键。教师应

积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

育人精髓，确保地方革命文化资源能系统地融入思政课程。另外

要通过整理与研究，推动地方革命文化资源与思政课的深度融

合。深入探究革命旧址、革命文化等，是发挥革命文化资源育人

价值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家在地方革命文化资源研究上取得

了显著进展，但仍有部分边缘化的资源亟待挖掘。因此，需集合

教师多方力量，加强对这些资源的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特别是

要加强教师队伍对川籍革命家的研究力度，让四川红色家风在新

时代得以熠熠生辉 [10]。

三、结论

将四川红色家风融入大学生思政课堂，不仅丰富了教学内

容，还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感染力和实效性。四川红色家风承载着

革命先辈的崇高信仰和坚定信念，是激励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宝贵财富。通过深入挖掘和传承这些红色

家风，大学生能够深刻领悟到革命精神的内涵，进一步坚定理想

信念，增强爱国情感。同时，这种融入也促进了大学生对本土红

色文化的认同和传承，增强了文化自信。因此，将四川红色家风

融入大学生思政课堂，是加强大学生思政教育、培养新时代优秀

人才的重要途径，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杨欢晒．红色家风融入大学生人生观教育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2023.

[2] 王丽娟．红色家风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路径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23.

[3] 杨智淋．以家风建设为引领厚植廉洁文化土壤［J］．廉政瞭望，2022,(09):67-68.

[4] 毕雅婷．朱德家风研究［D］．西华师范大学，2022.

[5] 张润琪．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研究［D］．山东大学，2020.

[6] 陈苏珍．以红色家风涵养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20.

[7] 孙娜，张浪．红色家风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功效分析［J］．新西部，2017,(16):124+120.

[8] 方原，位涛涛．红色家风融入大学生德育的逻辑理路、价值旨归与实施路径［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3,(10):124-127.

[9] 季瑞峰．红色家风融入新时代大学生人格培育研究［D］．西安工业大学，2023.

[10] 罗燕霞．红色家风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D］．兰州理工大学，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