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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思政课堂要做到优化教学，老师的“教”要为学生的“学”服务，老师要把“教”的最优化落实到学生“学”的最优

化上，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课前学生参与“备课”，预习、探究，准备素材 ;课中学生

参与课堂教学，实施教学互动，激活学习动力 ;课后学生参与实践，生活体验，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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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o optimize teach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eachers' "teaching" should serve students' 

"learning." Teachers should implement th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into the optimiza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give play to students' main role, and enable studen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eaching. Before 

class,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lesson preparation," preview and explore, and prepare materials; during class,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classroom teaching, carry out teaching interactions, and activate learning motivation; 

after class,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practice, life experiences, and apply knowledge to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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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红色基因是指党在争取国家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不断实践和探索而产生的革命文化精神，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

红色基因的传承对红色江山的赓续、学生的个人价值观养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思政工作的开展为红色基因提供了重要的传承途径，而

红色基因也给思政课程带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丰富的教育素材。

一、红色资源融入思政课程的意义

（一）有利于坚定学生的政治立场

红色文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艰辛的革命历程，也彰显了我国

优秀民族精神，具有很强的激励作用。在思政课程中融入红色基

因，丰富了教育内容。所谓红色文化是革命时期全体中国人民共

同创造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化，此文化蕴含了中华民族

不怕牺牲，顽强拼搏与奋斗、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与高尚品质。

因此将红色文化融入到思政课程中，使得思政课教学内容多样且

丰富，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百折不挠的精神，将两者有机融合在

一起，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革命历程的艰难险阻，也可以学

习中国优秀革命者的不屈精神 [1]。学习他们革命理想大于天的英

雄气概，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促使学生坚定自己的

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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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教学方式

思政课程教学的客观要求是理论结合实际，但当前思政课主

要注重理论教学，忽视了课堂思政的实际教学。没有实践的思政

课堂是不完整的。其对教学生的教育作用也无法有效发挥出来，

而红色文化可以超越时空限制，丰富课程内容，具有很强的时代

意义，红色文化中的历史事件和文学作品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

实践活动素材，为学生创设真实的实践场景，加深学生对历史事

件和精神文化品质的理解，比如。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参观本地的

博物馆，烈士陵园以及纪念馆等，在本土的红色文化资源融入的

过程中，拓展思政教学途径，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效结合 [2-4]。

（三）有利于推动思政课程的建设内涵式发展

近年来，各地加快了思政课程一体化的建设，纵观思政课程的

建设历程，其重难点就在如何实现不同学段之间的有效衔接，提升

思政课程的整体教学效果。红色文化的内涵丰富，精神文化有深浅

之分，十分契合思政课教学的不同层次，能够满足学生的不同学习

需求。因此，将红色基因融入到思政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丰富思

政课程的教学内容，提供丰富的育人素材，以多元化的载体迎合思

政课的教学需求，拓展思政的育人的途径。从而多角度、全方位的

提高育人质量，做好思政课程的一体化建设工作 [5-6]。

（四）有利于挖掘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弘扬红色革命文化，要充分利用好红色

资源，实现伟大中国梦对于红色文化与思政课的关系。要把思政

课小课堂融入到这个社会大课堂中去，将那些感人踏实苦干的共

产党伟大事迹渗透进去，引导学生去追求真理，将红色基因的革

命星火代代相传 [7]。因此，教育工作者要积极将红色基因融入思

政课程中，让更多的青年人接触和关注红色文化，也能在一定程

度上扩大传播范围，动员更多的人去深入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

领悟其文化价值和时代意义，有利于发展更多的新时代储备力

量，传承红色文化精神 [8]。

二、红色基因融入思政课堂的路径

（一）遵循教学特点，丰富红色文化

思政课教学是思政教育的主要渠道，也是传播红色文化激发

爱国情怀的重要方式，充分利用好各学段的思政课堂，

思政课堂是开展思政教育的基地，也是教师向学生宣传与传

承红色文化的有效形式，为了提高红色基因融入思政课堂的有效

性，教师须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结合每个学段的学生特点。在

思政课堂上渗透红色基因的时候，必须要借助灵活多样的形式，

基于教材内容，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水平，利用信息

化技术手段合理选择教学内容，以体验和感悟红色文化为教学重

点，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将革命故事呈现出来，引起学生的情感共

鸣，提高学生的红色基因的传承意识 [9-11]。

例如，东江纵队是深圳宝贵的红色资源，思政教师要充分用

好此资源。课前，组织学生结伴到东江纵队纪念馆、东江纵队司

令部旧址参观，发挥学生的主动能动性，打卡拍摄“思政微视

频”，通过打卡活动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红色文化内涵，提高红

色基因传承的效果。课中，播放东江纵队记录片和学生的打卡视

频，让学生切实感受到那可歌可泣的鲜活故事，并让学生发表见

解和看法。同时，让学生以小组形式对东江纵队的革命历程进行

讨论与探索，在交流与合作中将爱国情怀和坚定的理想信念融入

到自己的生活中 [12]。课后，要求学生根据东江纵队的红色文化，

探寻背后所蕴含的革命精神与政治意识形态，体会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的文化形态与价值体系，理解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精神内

涵和文化追求。

（二）在课堂文化实践活动中融入红色基因

文化实践活动是思政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老师进行红

色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红色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着特

定的物质载体和精神内涵，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

体。红色基因的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遗址、革命纪念地等实

物。因此，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结合学生的个性特点和

实际学习情况，根据课程选择合理的红色文化实践活动，比如组

织学生到当地的纪念馆、档案馆去参观，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感

受红色文化基因，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思政教育的时效性，还能够

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例如在八一建军节，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去

东江纵队纪念馆参加红色主题教育，聆听馆内讲解，观看实物展

出，丰富学生的革命情感体验，坚定学生的爱国信念，增强责任

感和使命感。随后，老师可以带领学生面向红墙宣读入党誓词，

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的意志。参观结束后，要求学生将参观过程

以短视频形式记录，并在网上搜寻更多东江纵队的感人故事，然

后在班级分享，引导学生切实感受红色文化所折射的精神。

（三）在课堂穿插红色艺术作品，在课外通过实践活动延伸

红色文化

丰富的艺术作品对思政教育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作用，一个

优秀的艺术作品可以让人们深入品味其中的内涵，体会创作者的

精神。经典的红色艺术作品通常包含着具有历史价值的革命文化

故事，让学生在艺术的熏陶中传承红色基因。老师可借助多媒体

为学生呈现红色文化作品，提高学生对红色文化教育的认识。例

如老师可以使用一些音视频资料以及文化艺术作品等，在课堂导

入环节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从中体会革命文化，并与同伴分享

自己的心得，塑造良好的革命文化情境，让学生在美的氛围中汲

取红色文化精神，提高思想境界。

学生通过思政课的学习后，思政老师再根据学校安排在不同

的班级开展诸如“传承雷锋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系列活动，思

政老师和团委老师、班主任带领学生进行志愿者服务，学生们做

力所能及的事，用自己的言行送去关爱。组织到学校食堂进行志

愿者服务，让学生知道爱惜粮食，节约每一粒粮食、每一度电、

每一滴水。通过活动让学生们从小事做起，让雷锋红色精神深入

到学生心里，帮助他们成为综合素质全面的人才 [13]。

三、案例分析 — “微视聚“政”能，青春绽华光”

思政微视频创作大赛

作为将红色基因融入思政课堂的具体实践，思政教学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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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技能节期间开展了“微视聚“政”能，青春绽华光”思政

微视频创作大赛，引导青年学子以镜头为笔、以光影为墨，生动

讲述新时代深圳故事，通过新媒体技术赋能思政教育，鼓励青年

用青春视角记录时代脉搏，以创新形式传播思想力量，让思政教

育更接地气、更有活力、更富感染力。

（一）创作大赛要求情况

微视频要求主题鲜明，结合深圳本土资源紧扣思想元素，小

切口反映大主题。如：深圳红色景点；深圳改革开放的地标性建

筑等；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发展等。内容鲜

活，具有思想性、理论性、故事性，层次清晰，讲解具体，符

合思想政治教育特点和规律，能抓住人、吸引人、教育人、影

响人。

视频以5人为限组成拍摄团队，选取与思政相关的主题，最终

呈现5分钟以内的思政“微视频”。总时长控制在5分钟内，确保

视频内容及讲解精炼且完整。视频作品要求图像清晰流畅、构图

合理、声音清楚 [14]。

（二）创作大赛呈现情况

创作大赛得到了青年学子的积极响应，全校23级40个班级共

有42组（210人）参赛，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视频构思、

剧本设计、角色配置、现场拍摄、后期剪辑等工作，9组进入决

赛，主题如下：

序号 班级 学院 主题

1 23汽车 G5-2 汽车技术学院  烽火长河——大营救记忆 

2 23汽车 G5-2 汽车技术学院  探索旧址文化 追寻历史足迹 

3 23移动 G5-2班 文商学院
红色景点忆峥嵘 思政课堂铸

灵魂

4 23人工智能 J6 文商学院 铁焰鹏溯

5
23现代物流

G5-1
文商学院 百年中英街 一眼看两制

6
23现代物流

G5-1
文商学院 穿越时光，探寻下沙

7 23楼宇 G5-2 智能技术学院 暗夜微光

8 23楼宇 G5-2 智能技术学院 博物馆奇妙夜

9 23数字化 G5 先进制造学院 跨越华强北

从青年学子们选取的主题来看，既有莲花山、东江纵队纪念

馆、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中英街等红色景点，也有深圳博物馆、

改革开放展览馆、华强北等改革开放地标性建筑，全面反映了深

圳这座年轻城市既有革命抗战的红色基因，更有改革开放的创新

基因，进一步加深学子们对党史、国史及改革开放史的理解，激

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 [15]。

（三）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情况

在课堂教学中，思政教学部在注重课程知识传授的同时，更

重视对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小组

讨论、课堂竞赛及成果展示等方式，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程中，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了丰富多样的活动与主题。如在“平语近人分

享”活动中，学生制作 PPT并分享学习，共同探讨进步方法；如

通过打卡红色景点、搜集流失国宝资料和制作书签等活动，进一

步弘扬和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生保护文物意识，坚定

文化自信；如通过让学生完善改革开放时间轴等方式，了解深圳

的发展历史，了解改革开放的伟大举措，感悟今日生活的来之不

易，更应珍惜学习机会并抓住时代机遇；如通过组织开展课堂辩

论赛活动，通过组织课堂辩论赛等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自觉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通过多种课堂实践活动 ,既能让学生在收获学术知识和实践能

力培养的同时 ,还获得了丰富的情感体验 ,不断提升个人综合素养

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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