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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探析

*

张军成，李威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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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革命文化是在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文化教育的特色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源流、价
值目标、观念取向上具有共通性。将革命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的物质、精神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有助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路径，增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的价值引领作用。将革命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需要以革命文化中蕴含和

彰显的爱国主义作为情感纽带和逻辑承接点; 以理想信念为指引，激发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在驱动力; 以革命

道德为支撑，涵养核心价值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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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正处于个人成长和价值观念形成

的关键时期，必须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下简

称核心价值观) 对青年学生的引领作用，从而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

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

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

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其中“继

承革命文化”这一论述，鲜明地指出了革命文化与核

心价值观的深厚渊源，说明了革命文化助推大学生核

心价值观教育的逻辑必然，应从文化自信的视角出

发，在遵循这一逻辑的基础上，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养分，坚定核心

价值观自信，提升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一、革命文化同核心价值观的共通性

“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习近平总书记

这一重要论述，点明了这三种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所具

有的独特精神文化的凝练和表达。他们都传承和发

展着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优秀道德基因和历久弥新

的价值诉求。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三种

文化在辩证统一中发展，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驱动

着中国这艘巨轮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远景。
革命文化同核心价值观抽芽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中，在文化源流、价值诉求上和观念取向上具有共

通性，历经了党和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磨

练，共同落脚于国家、社会、个人发展的价值旨趣。
( 一) 在文化源流上具有共通性

历史是文化之根，中国作为历史上的文明古国，

文化成果不胜枚举，赋予我们的是智慧，是品质，更是

一种精神上的能力和定力。教育、引导、激励着华夏

儿女在困难中前行，使得中华文明玉汝于成。从文化

源流上分析，革命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具有共通性，它

们都汲取和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都是不

同时期人们精神文化的凝练和表达。革命文化是近

代以来党和人民在披荆斩棘的革命实践中继承并结

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的，是党和人民在新民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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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时期努力奋斗、伟大斗争的结果，是集体智慧和高

尚品质的结晶。体现出如取信于民的实干精神、艰苦

奋斗的革命作风、集体主义精神、依靠人民、走群众路

线等体现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优

良传统，象征着共产党人执着的精神追求、高尚的品

格、坦荡的情怀和不变的初心和使命。这些都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舍己为家、
舍家为国”“民为邦本”“天下为公”“自强不息”等理

念不谋而合。“革命文化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又引领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3］革命文

化对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不断继

承和发展，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圣贤的美好愿景，又汲

取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先进思想，成为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直接源泉，寄托了当代中国人的理想和信

念，并引领其不断向前发展。“牢固的核心价值观，

都有其固有的根本。”［4］核心价值观同样是中国历史

发展中文化沉淀的成果，它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源

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包含了中

华传统美德的思想精髓，继承了“讲仁爱”“重民本”
的政治理念，强调了“崇正义”“尚和合”的民族精神，

弘扬了“守诚信”“求大同”的社会理想，高度凝练地

概括出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道德基因和价值理念。
具体来说，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源于优秀传统文化中

“国富民安”“民为邦本”“和而不同”的观点，社会层

面的核心价值观源于“仁爱正义”“天下为公”“德法

并举”等思想，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源于“家国天

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急公好义”“自强不息”
“刚健有为”“言必信，行必果”等观念。今天的核心

价值观，承载着一个伟大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追求，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炼为一种简不失其华且易于理

解的价值理念，塑造、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
( 二) 在价值目标上具有共通性

在不同历史时期，革命文化和核心价值观拥有各

自的价值目标和历史使命。但是，从近现代以来党领

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程来看，

核心价值观是在总结了我国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借鉴和吸收革命文化的精髓而凝练出的。二者蕴含

着相同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诉求，承载着中华崛起、社
会安定、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使命。体现着华夏儿女

自强不息、胸怀家国、崇德向善、积极进取的民族精

神。具体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他们身上闪耀着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金石可

镂的革命勇气和意志，他们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而

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最终使得中国面貌焕然一新。
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当家作主，建设文明和

谐的美好社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和全国人民

的共同目标。革命时期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就是

为了今天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受三座大山压迫，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

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正是深深植根于革命文

化，才得以发芽、开花、结果。人民没有自由，但人民

向往“自由”; 百姓受到各种各样不平等的待遇，人民

追求“平等”; 处处存在着不公正，人民渴望“公正”;

“人治”普遍存在，所以人民希望“法治”，这正是中国

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通过接续奋斗要解决的矛盾和

价值追求。革命文化体现了广如大海的爱国情怀，蕴

含着尽职尽责的敬业精神，彰显着说一不二的诚信品

质，表达着亲和友好的友善气度。正如我们所知，五

四运动中所孕育出的“五四精神”，让后人永远把五

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所体现的爱国行为铭记在脑海

中，而且他们有着崇高的“诚信”品质，有着尽职尽责

的“敬业”品质，有着谦恭爱人的“友善”精神，使后人

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精神更加推崇和敬仰。
( 三) 在观念取向上具有共通性

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独特精

神文化的凝练和表达，也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

指导思想，从社会主义五百年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历程中，不断发展衍生出的科学、系统的思想观

念体系———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高度凝练和继承。
因此，其观念取向反映了社会主义所坚持和追求的价

值观念和本质要求，融合了社会主义荣辱观、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涵盖政治、文化、社会、经济以及生态

建设各个方面。而革命文化更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实践相结合的文化结晶，它萌芽于五四运动前后，历

经革命、建设、改革历史时期工人运动和数次战争的

磨练和洗礼，逐渐形成并发扬光大。即使在不同的历

史背景下，其观念取向同核心价值观具有共通性，都

体现着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追求，反映了社会主义

的本质属性和观念取向。今天我们更强调通过核心

价值观的引领，使革命精神服务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关键阶段，这一观念取向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人和全国人民接力奋斗、共同奋斗、顽强奋斗、艰苦

奋斗，齐心协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

具有强大的指引作用，能够助推、引领、鞭策我们继续

夺取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具体来说，无论革命时期还是新时代，这一观念

取向体现在了: 让国家“富强”、让“民主”更具广泛性

和真实性、让“文明”之香弥漫中华大地、让“和谐”之

美遍布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也是国人的奋斗方向。
同时这一观念取向也坚持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

而全面发展思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也因为

革命文化中的相关内涵而愈发显得有根基、有底气。
而今天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之所以能够让人感受到爱

国力量的鼓舞，敬业精神的激励，诚信品质的鞭挞，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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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品格的感召，正是革命文化为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强

大文化根基。无数革命先辈所表现出来的极具征服

力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行动，崇高的敬业、诚信、友善精

神品质深深地激励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二、革命文化融入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实

意义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领
导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政治追求和完成近代中国历

史主题 而 不 断 开 拓 进 取、艰 苦 卓 绝 奋 斗 的 文 化 结

晶。”［5］革命文化所积淀的宝贵素材不胜枚举，具有

独特的教育价值，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贡献了广

阔的物质沃土以及丰饶的精神养料。基于新时代特

点，借助革命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内涵、独特的文化魅

力和价值感召力，将其融入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革命文化丰富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

革命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两者内在的价值理念、精
神内涵相互融合，对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来说，

革命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事实和精神内涵等文

化产物都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可以利用的有效材料。
大致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

导下不断地探索、总结、创新出的中国共产党制度文

化，包含了党的一系列制度、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

及成果。共产党带领人民救亡图存、救中国与水火之

中的历史铁证，给新时代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供了历

史依据。有助于加深大学生对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

产党史的理解和掌握，引起情感认同，并在此过程中

感悟到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来之不易。
二是在艰难竭蹶的斗争中共产党人身上体现出的行

为文化。如优良的作风、严明的纪律、走群众路线等，

其背后体现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坚定的

信念、高尚道德与可贵精神，大学生通过感受这些伟

人和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和人格魅力，在其价值观的

形成中产生独特的感召力、影响力。三是以物质形态

存在的物质文化。相关的革命文物，如革命时期为国

家独立、民族解放努力奋斗的革命烈士、伟大人物的

故居及其所用的物品。重要战场、会议等革命遗址，

重大历史事件或革命活动相关的文艺作品，历史资

料、革命史料等。大学生通过瞻仰历史会议、事件、战
役的旧址，通过阅读相关文艺作品，查阅相关历史资

料，参观各类革命展览馆和红色教育基地等，来学习

感悟物质形态的革命文化，加深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

历史逻辑的理解和掌握。四是以精神形态呈现出的

革命文化精髓。如西柏坡精神、抗战精神、井冈山精

神等，凝聚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动

力，体现着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对于核心价值观教育

来说，革命精神是对革命文化的高度凝练和体现，其

中厚藏着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理念，并赋予其引人入

胜的革命色彩，使得青年学子在核心价值观教育中通

过感悟具有强大魅力的革命精神，从而领会核心价值

观的深刻内涵并受到感召。
( 二) 革命文化拓宽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

革命文化背后的史实资料不仅为核心价值观教

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同时也为核心价值观教育

提供了新的切入点。革命文化能够通俗易懂地表达

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要义，将充满革命色彩的革命文化

凝练、升华，使之与今天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相适

应，拓宽了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路径。以有血有肉的事

例、极富感召力的历史事实，提升核心价值观的吸引

力，促进学生能够深刻学习、领会、践行核心价值观。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革命文化有助于激发大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强化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内涵的深

层次理解。大学生通过认识和感悟革命文化，可以更

加深刻地认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并从中

受到启示。在这一过程中感悟到当下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来之不易，教育他们肩负起新时代赋予

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促使大学

生自觉树立远大理想，勇敢担负起民族复兴大任，勤

学修德，苦练本领，不负韶华。二是革命文化蕴含榜

样资源，列宁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革命文化

是党和人民在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峥嵘岁

月中形成的。期间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先进典

型，为大学生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榜样。他们在十

分艰苦的条件下，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用自己的汗水

和智慧谱写中华民族的壮丽诗篇，以自己的血肉之躯

铸就中国人民的万里长城。发扬革命人物的革命精

神、感悟革命人物的人格魅力、学习革命人物的生活

作风、体会革命人物的价值追求，这些都为大学生应

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提供了榜样，有助于为青年学子培

育高尚的人生价值观。三是革命时期所缔造的革命

圣地，这些场所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大学生借助参

观瞻仰革命战役遗址、烈士陵园和各类展览馆，并举

办纪念活动等进行仪式化的核心价值观教育。这些

场所的背后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以及蕴含的理想信念

和价值追求超越了历史时空，成为经久不衰、代代相

传的历史。时至今日，这些强大精神指引、激励着中

华儿女不断前行，仍然起到了价值和道德上的引领和

规范作用。
( 三) 革命文化增强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价值引领

作用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导致的价值和思想多样

化背景下，各种思想相互碰撞。其中诸如“普世价

值”“历史虚无主义”等一些不符合主流价值观和意

识形态的信息借助互联网平台兴风作浪。尤其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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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个人成长成才以及价值观念塑造重要阶段中的

高校学生来说，极易产生不良影响。核心价值观教育

借助于诉诸客观真理与事实的革命文化，能够提升其

价值引领作用。究其根本，“无形体的思辨，群众是

根 本 不 能 理 解 的，他 们 只 能 接 受 有 血 有 肉 的 东

西。”［6］通过革命文化所蕴含的丰富资源，加强大学

生对祖国、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以及理想

追求和执政道路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提升大学生

民族自豪感。厚植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和集体主义意

识，提升他们爱党爱国、敬业奉献、团结进取、自强不

息的道德自觉。从而增强青年学生对于核心价值观

基本内容及理念的理解与认可，提升价值引领作用。
一方面，革命文化能增强大学生政治和国家认同，有

助于增进其对于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这也是提升核心

价值观教育的价值引领作用的认同基础。古人云，以

史为鉴，以知兴替。革命文化产生的背后是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所遭遇的苦难与不幸的历史，是党和人民经

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迎来民族复兴光明前

景的历史。“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1］另一方面，革命

精神最能体现革命文化的本真内涵，也是革命文化最

深刻、最不可或缺的元素。可以看到中国精神在历史

与现代的对接融合，看到党和人民在求得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实现国富民强的前进足迹，其背后的价值

追求、道德准则和理想信念等内涵，历久弥新，在今天

仍然具有极强的感召力，焕发着强大的生机，发挥着

价值引领的作用。今天我们更强调以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使革命精神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的价值取向，也是核

心价值观倡导的价值取向。
三、革命文化融入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新路径

( 一) 以革命文化中彰显的爱国主义作为情感纽

带和逻辑承接点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固定下来的对自

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7］爱国是人类社会

中最深层次、最历久弥新的情感，它源自于人们对于

祖国、故土、文化的依存关系。并能够升华出一种归

属感和责任感，最终体现为情感上热爱、思想上认同、
行动上报效，影响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个人的

发展。“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近

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

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

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8］爱国主义是历史的、具

体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

富强的长期斗争实践中孕育出的革命文化，彰显着爱

国主义的鲜亮底色。爱国主义作为凝聚人心的情感

纽带，因为对于故土山川的热爱，对于国家和民族的

责任担当，中华儿女胸怀天下，秉承国家利益为上之

理念，抛头颅、洒热血，奋不顾身投身到抗击侵略者的

伟大斗争之中，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其中爱国

主义是汇聚力量的情感纽带。陈毅“祖国如有难，汝

应作前锋。”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等。无

数志士仁人把浓浓的爱国情感转化为报国志向，书写

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时至今日，革命文化作

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文化来源，其中彰显的爱国

主义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今天我们开展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逻辑承接点。将革命文化融入核

心价值观教育，带有鲜亮革命底色的爱国主义内容也

相互契合、涵盖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三个层面的价值

追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以革命文化彰显出的

爱国主义阐释今天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诉求，并利用丰

富的革命文化资源，促进学生更加自觉主动地去体会

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价值，提升核心价值观的亲和力、
感召力、影响力。

( 二) 以革命文化中蕴含的理想信念为指引，激

发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在驱动力

理想是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希望和愿景，信念是

支撑实现这一愿景的精神动力，理想信念是对美好事

物主观上的向往和追求的统一，是对这一愿景自信、
自觉并坚持不懈追求的思想状态，更是国家发展的精

神支撑，社会繁荣进步的强大驱动力，个人成长成才

的根本需要。“95 年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了一

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这

个理想献出了宝贵生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

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

信仰’，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

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2］革命文化中蕴含着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革命先辈在困难中前行，

在苦难中辉煌的力量源泉，是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

命成功的关键。凭借着共产党人崇高的信仰、矢志不

渝的信念、伟大的追求，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缔造了一个先进的政党。历经 28 年的艰

难竭蹶的奋斗，建立新中国。回顾这段历史，理想信

念铸就了革命者坚贞不屈的精神支柱，杨超的“革命

何须怕断头?”朱德“意志坚如铁，度量大如海。”夏明

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

后来人。”无数志士仁人在理想信念的指引下，使得

近代以来苦难的中国翻开了新篇章。培育和践行核

心价值观，要“坚持以理想信念为核心，抓住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中国

特色社 会 主 义 共 同 理 想，着 力 铸 牢 人 们 的 精 神 支

柱。”［9］革命文化同核心价值观一样都是特定历史条

件下人们精神文明的集中表达，革命文化中所蕴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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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和核心价值观同属意识形态范畴，利用革命

文化所蕴含的正确价值取向，可以激励青年学子拼搏

奋进，刻苦奋斗，指导他们正确认识成长中所面临的

问题，自发自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最

终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理想的统一。
( 三) 以革命文化中厚藏的革命道德为支撑，涵

养核心价值观教育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

思想道德资源。”［10］中华传统美德中包含着中国革命

道德，五四运动以来，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同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斗争相融合，党和人民、军队

以及一切先进知识分子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

时期的磨练，孕育形成的中国革命道德，是我国社会

大变革下的时代性结晶，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发扬

光大，也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号

召大家:“革命者要讲革命道德，要永久奋斗。是否

发扬革命传统，是我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重要

因素。”［11］革命文化中厚藏的革命道德，是党和人民

群众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过程中，披荆斩棘不断前行

的重要精神准则。它涵盖了革命的原则和要求，革命

者身上的修养、风尚等方面，以及坚持共产主义革命

理想，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态度，也囊括革命理想、
革命精神等各个方面，具有丰富的内容。具体体现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始至终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

位，以及体现出的集体主义的原则、清正廉洁的作风、
为民担当的勇气和以民为本的情怀等。从“半床棉

被”“12 个铜板买一个梨”的故事; 到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张思德事例; 到消除鄙夷生产劳动和劳苦大众

的旧思想观念; 倡导加强个人自身道德修养和素质

等，这些方面都是促使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重要因

素。革命文化中包含的中国革命道德，也是核心价值

观在思想道德方面重要的来源和集中体现，蕴含丰富

的思想文化资源，在德育方面发挥着涵养作用。利用

革命道德内容有助于对大学生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

通过发扬革命道德、传承红色基因，进而增强大学生

的道德意识，培育良好的道德风尚，引导其审视自己

的人生，从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自觉抵御和反对

“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西方不良思潮与境外

势力的渗透。最终以革命道德为支撑，提升自身道德

素质，培育道德准则和规范，提升其对于核心价值观

的了解和认同，勇于肩负起时代的责任和先辈的愿

景，从而达到涵养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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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Ways of Integrating Ｒevolutionary
Culture into the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Socialist Core Values

ZHANG Jun － cheng，LI Wei － hao
( School of Marxism，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anzhou 730050，China)

Abstract: Ｒevolutionary culture is a characteristic resource for cultural education in socialist China． It has com-
mon features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terms of cultural origin，value objectives and conceptual orientation． Integra-
ting the rich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ultural resources contained in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to the educ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of college students will help enrich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broaden the educational
path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and promote the value leading role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the educ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patriotism manifested in revolutionary culture as the emotional link and logical
junction，to stimulat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core values edu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ideals and beliefs，and to
cultivate core values education under the support of revolutionary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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