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

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1］红色文化资源是新时代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载体，蕴含着独特的教育功能，集中凸显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的鲜活素材。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甘

肃考察时指出：“甘肃是一片红色土地，在中国

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陇原大地是一块孕育红色文化的沃土，据统

计，截止 2010年 12月，甘肃省共有“重要历史事

件和重要机构旧址 326个，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

活动纪念地 128处，革命领导人故居 34处，烈士

墓 59处，纪念设施 135处。”［3］2011年至 2019年
间，“新增红色遗址遗迹 69处，其中革命遗址遗

迹 24处，纪念场馆 45处。”［4］甘肃是党中央最终

确定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战略决策地和三大主力

红军的会师地。充分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传

承红色基因，讲好甘肃故事，对于提升“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实效性具有重要

的意义。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新中

国成立70多年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与时俱进，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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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两大组成部分。红色

文化是党和人民优良传统和品格风范的集中体

现，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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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资源是我们学习、传承、发扬红色

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甘肃

红色文化资源数量众多、内涵丰富、特色鲜明。

从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资源来看，有陈列革命先

烈在革命斗争中所留印记的博物馆、展览陈列

馆、纪念场所、烈士陵园、历史遗迹等物质形态文

化资源。例如，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纪念馆、

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纪念

馆、兰州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纪念馆、中国工农红

军西路军纪念馆、邓宝珊将军纪念馆、腊子口战

役纪念馆、山城堡战役纪念馆等。这些以红色文

化为基础、客观存在的物质形态文化资源深刻印

鉴了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艰辛探索的历史足迹。

精神形态的红色文化资源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在伟大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革命传统、革

命事迹和革命精神。革命精神主要有南梁精神、

会师精神、红西路军精神、铁人精神等，也包括毛

泽东在长征路过甘肃时创作的《七律·长征》、《念

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著名诗词。以

及《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

产》、《到陕北去》等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歌曲。

这些不胜枚举的红色文化资源具有超越时空、撼

人心魄、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巨大力量，彰显着

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历史担当。

二、红色文化资源在“纲要”课教学中

运用的价值

（一）为“纲要”课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纲要”课程是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载体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纲要”课教材内容时间跨度 170
多年，跨越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次

国体变迁，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

多次历史变革。红色文化资源的时间跨度与之

高度重合，诞生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至改革开

放的漫长历史时期，所孕育的精神内涵与“纲要”

课的教学内容同根同宗，是增强大学生马克思主

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天然教材和优

质资源。

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纲要”课教学，实际

上就是进行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的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甘肃红色文化

资源类型多样、分布广泛，具有天然的引导、激励

作用。革命遗址、遗物、博物馆、纪念馆是先辈们

在革命历史时期展开艰辛探索和不屈奋斗的佐

证，是宝贵的实物教学资源，对于大学生深刻体

会革命先辈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展开艰苦卓绝的

探索有着独特的教育意义；红色经典诗词、歌谣、

文学作品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集中展现

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不同阶段中勇于担

当、敢为天下先的革命品质，对于大学生感知历

史、理解历史人物有重要意义；历史纪录片、红色

题材的影视作品、戏剧等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

全面客观地展现了革命群众在历史进程中所开

展的伟大事业，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总

之，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教学课堂，有利于充实

教学内容载体，利于引起学生情感共鸣，拓展学

生知识面，增强归属感，提升“纲要”课的亲和力

和说服力。

（二）为发挥铸魂育人功能提供了有力支撑

红色文化资源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具有强烈的育人功能，为

新时代大学生品德的提升、人格的塑造、情怀的

培养提供了重要支撑。

红色文化具有立心铸魂的特殊作用。具体

表现为：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信念坚定的

精神追求、勇于担当的鲜明品格、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意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等等，纵览中国

革命历史，无数革命先烈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

行着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追求，铁肩担道

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据统计，

“党的一大到党的七大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

员171人中，牺牲和遇难的就有42人。政治局委

员和候补委员 55人中，牺牲或遇难的有 15人。

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牺牲 6位亲人，徐海东大将家

族牺牲70多人，贺龙元帅宗亲牺牲2050人。”［6］通
过深挖其红色文化资源背后的红色故事，深度剖

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分析其体现的崇高个人

品质，有助于在无形之中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和

李 瑞 苟颖萍 ：红色文化背景下提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实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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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品质，激发大学生精神斗志，强化为人民服

务的责任担当，为发挥铸魂育人功能提供有力支撑。

（三）为增强民族自信奠定了文化根基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

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7］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面临复

杂形势。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多变，历史虚无

主义、自由主义等多元价值观盛行，颠倒历史是

非的现象时有发生，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唯心

主义社会思潮，通过“重构历史”“还原真相”等形

式恶意抹黑民族英雄、革命英烈，歪曲篡改历史

事实。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醒全党：“历史虚无

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8］红色文化百炼成钢，见证了中

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

程，加强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历史教育来警惕

和抵制“思想病毒”的侵蚀，帮助大学生强化集体

主义意识，深化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强民族

自信，以此来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和底气，引导大学生深刻理解“四个选择”，即中

国人民是怎样和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马克

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

三、依托甘肃红色文化资源提升“纲

要”课实效性的路径

（一）搜集经典案例，精化“纲要”课程教学内

容设计

针对地处甘肃的多所高校，可通过讲解本土

经典案例，优化和设计课程教学内容。例如在讲

授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可以运用“帝

国主义对敦煌文物的掠夺”这一案例，敦煌莫高

窟是一座举世瞩目的艺术宝库，帝国主义在敦煌

掠夺的文物数量惊人。在讲授第三章辛亥革命

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时，融入辛亥革命影响下

的甘肃武装起义案例。第四章开天辟地的大事

变，可以讲“榆中三杰”的张一悟、丁益三、张亚

恒，以及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国

共产党甘肃省特别支部（即中共甘肃特支）、宣侠

父在甘南等案例。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可

以讲陇东革命武装的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

形成、红二十五军转战陇原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

巩固与发展、红军在哈达铺最终决定落脚陕北、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西

路军鏖战河西走廊等。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

战争，融入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建立与甘肃国共

合作局面的形成、双十二事变中的兰州事变、路

易·艾黎与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等案例。在讲授第

七章为新中国而奋斗时，可以讲兰州战役。第九

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可以讲铁人

精神的案列，加深学生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理

解。第十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可

以将“勤朴坚韧、众志成城、筑牢屏障、永保绿洲”

的防沙治沙精神及其由来融入教学中。

（二）立足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强化社会实践

教学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坚持理论性和实

践性相统一，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重视思政课的

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
［9］红色文化资源既是珍贵史料，也是鲜活教材，高

校要善于利用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红色文化

实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注重强化学生的情感

体验，让学生实地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一是建

立实践教学基地，甘肃省各高校要在会宁红军会

师旧址、庆阳华池南梁革命纪念馆等地积极建立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基地。二是开展实践

课教学，有条件的高校每次组织100—200名学生

到会宁、庆阳等教学实践基地亲身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在兰州市内的高校，可以组织学生到省博

物馆、八路军办事处参观。返校后，由参加实践

学生采用演讲、PPT汇报等形式讲解参观感受，加

深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三）加强网络资源平台建设，强化红色文化

认同

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和甘肃红色文化资源，

加强“纲要”课网络资源平台建设，强化红色文化

认同。一是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例如学习

通、智慧树、微信公众号、QQ群等新媒体平台来

普及和宣传红色文化相关知识；开设与红色文化

相关的专题讲座以及开展红色文化主题展览，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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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接受红色文化教育。二是

不断丰富现有兰州理工大学SPOC自主学习平台

“纲要”课线上学习资源，在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

台上，开辟甘肃红色文化资源案例专栏，将长征

精神、南梁精神、红西路军精神、铁人精神、防沙

治沙精神、庄浪梯田精神等相关视频、图片融入

红色文化资源案例专栏以及日常教学的课件中，

提高学生自主获取网络学习资源的效率。

网络资源平台的构建不仅仅是整合教学资

源，还包括网络平台的维护与管理。教师要分工

明确，定期进行集体备课，收集文字、视频、音频

等数字资源，对教学资源二次筛选、再创作，不断

丰富网络教学资源，完善网络资源平台，依法运

用各种手段对网络平台进行管理，及时更新网站

内容和题库，满足大学生学习需求。高校要根据

网络平台教学的特点，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成立

专门的督导员，对各学院线上教学进行督导检

查，保障网络教学质量。通过制定严密细致的线

上教学、考勤管理、课堂测验等方案，为开展网络

教学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同时要充分利用多元

信息反馈渠道，及时整理教学观察员、各学院各

科教师、学生建议意见，同时对这些意见进行深

入分析，为以后完善网络教学提供方法参考。

（四）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增强课堂吸引力

“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

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10］“纲要”课教学应将现代化教学手段与传统教

学方法紧密结合起来，在教学中，采用启发式、讨

论交流式、问答式等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根据

教学内容融入相关的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在开学

初安排题目，如“我心中的毛泽东”、“在实现中国

梦的伟大实践中青年学生如何弘扬长征精神”、

“我与五四精神”、“我家乡的红色文化”，让学生阅

读有关书籍、制作PPT、撰写讲稿，并在学期末进

行公开演讲，让学生把理论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

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本课程教学实效性。

“纲要”课实行问题导向式专题教学改革。

专题教学应紧扣时代发展主题，讲清楚历史和人

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

义道路、改革开放，将理论研究同解析历史进程、

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把历史与理论融合在一

起。专题设计以民族复兴中国梦为主线，将“纲

要”课内容分为八个专题，即近代中国社会的基

本国情、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辛亥革命：资产

阶级共和国的成功与失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另辟蹊径：中国革命新道路

的开辟、中华命运的大决战：抗日战争、凤凰涅

槃：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千秋伟业：伟大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等专题。

（五）夯实教师红色文化素养，不断提升课堂

品质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

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1］高校“纲

要”课教师，要有纵横古今的全球化、国际化视

野，广泛涉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方面知识，

将中国历史放在全球历史中进行学习，讲清楚历

史发展的演进过程和历史逻辑，不断强化党的文

献的深入学习。高校要注重打造跨学科、跨领

域、高素质的思政课科研和教学团队，定期组织

形式多样的红色活动，如：诵读红色经典作品、成

立红色文化专题课研组、教师基层红色调研活

动，不断夯实教师红色文化素养。走基层调研活

动为教学提供了鲜活的素材，破解了教师多年教

学中的理论困惑和现实困惑，使课堂教学与实践

联系更加紧密，更有说服力，教学效果更好，这为

大学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

主义发展史，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实景课堂。

新时代大学生以00后为主，教师要不断更新

教学理念，针对学生个性特质和成长规律，将历

史知识、社会热点问题、红色文化资源三者相结

合融入“纲要”课教学中，运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中的重要观点和历史性论述来增强说

服力。同时“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史料，准确判

断历史形势和把握历史脉络，坚持史论结合、论

从史出，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讲出

历史的所以然。”［12］要善于运用启发性教学原则，

在课堂上布置相关红色文化议题，推荐相关历史

书籍，倡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观看有关革命历史

的影片、视频等，利用相关网站、学习强国、慕课、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查找相关资料，帮助大学生自

觉掌握历史知识。同时充分运用讨论式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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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课堂上鼓励学生进行交流与讨论，创造和

谐愉快的教学氛围，不断提升教学品质。

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

了丰富的教学资源，本文针对甘肃红色文化资源

如何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如何提高其实效

性进行研究，从课程内容设计、社会实践教学、网

络平台建设、教学方式方法创新以及夯实教师红

色文化素养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对于新形势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依

法治军从严治军［N］.人民日报，2014-12-16（1）.
［2］本报评论员 .切实抓好主题教育 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N］.甘肃日报，2019-08-29（001）.
［3］［4］刘正平 .甘肃红色资源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

值［N］.甘肃日报，2019-09-20（007）.
［5］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1（01）.
［6］杨汉卿 .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EB/OL］.

http：//dx.dg.gov. cn /dx / xxxx / 201909/ 9854f4112
b76446d82c5356c7aa9d2e3.shtml.

［7］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
28（01）.

［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 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 交出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N］.人民日报，

2013-06-27（01）.
［9］［10］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

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N］.人民日报，2019-03-19（1）.
［11］张烁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王沪宁出席［N］.人民日报，2019-03-
19（01）.

［12］王炳林，崔文龙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国史

教育的思考［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5）：

31.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Outline Cours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ased on Gansu Red
Cultural Resources

Li Rui Gou Yingping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Gansu 730050）

Abstract: Red culture is a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formed by the Communist Par⁃
ty of China since its founding for more than 90 years and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for more than 70 year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us to learn,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red culture. Gansu has
a large number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rich connotation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t has rich teaching
resourc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ducating people and strengthening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Therefore,
by collecting classical cases, strengthening social practice teaching,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resource platform, constantly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methods, and ramming teachers' red cultural
literacy, the integration of Gansu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outline cours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outline course.
Key word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Out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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