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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融入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的
实践路径研究

平 静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 红色基因融入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既是一个崭新课题，也是今后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改革及育人

的必然趋势。 深化且显化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育人的红色元素，一是能够凸显高职院校育人的政治价值，二是能

够提升高职院校育人的内涵，三是能够强化高职院校育人的使命担当，极具价值意蕴。 对此，基于红色资源素

材和不同大类课程的教学特性，从构建课程思政空间架构、开设“四史”思政课程、推进红色网络教育教学以及

加强红色教育社会实践这几方面入手，深入探讨红色基因融入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育人的有效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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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了培养社会所需的高素质人才，党中央近

些年来对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改革高度关注。 2019
年 8 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的若干意见》， 进一步突出了思政课为国家育人

育才和增强学生使命担当的重要作用。 2020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 进一步明确了所有高校要加强课程思政

建设。 在此背景下，国内各大高职院校纷纷建立

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评选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等，以实际行动落实各具专业特色的课程思

政改革方案。
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

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

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

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这对目前的高职院校

课程思政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职院校作为

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的一大主要阵地，
红色教育势必将与课程思政一起成为高职院校

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力抓手。 虽然，高职

院校课程思政育人机制已日趋完善，但目前的课

程思政改革多局限于学生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

范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

下，大学生教育所必须的有关思想信念、初心使

命、党风家风、民族担当以及爱党爱国等红色育

人元素尚不够凸显。 “红色信仰”的薄弱，会直接

弱化爱国情怀、传承精神以及民族凝聚力等大学

生内心深处最本源的前进驱动力。 对此，当前及

今后的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改革切忌标榜 “快”和

“新”，而是要兼顾全面和深入，要将红色基因融

入当前的课程思政建设，赋予高职院校思政教育

更深、更丰富的内涵和外延，进而一步步构建起

高职院校思政的“大”育人格局。
在奋进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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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不忘革命先烈、牢记使命的同时，更是要把

红色基因植入每位大学生的内心深处，让革命精

神洋溢在每节课堂、每门课程，让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 因此，基于当前课程思政改革的基本框架，
研究如何将红色基因融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

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对于进一步构建高等职业教

育 更 为 全 面、更 为 深 入 的 思 政“大”育 人 格 局 而

言，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红色基因融入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

价值意蕴

基因就其本意而言， 即是生命的遗传因子，
其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 在与环境的相

互作用下，生命的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

重要生理过程得以完成。 而红色基因则是共产党

人永葆本色的生命密码， 在狭义上是一种革命精

神的传承，在广义上即是坚守信仰、永葆忠诚，不

仅目光远大，追求高远，而且爱党爱国，矢志不渝。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作为社

会主义接班人和新时代的主力军，不仅要学习专

业知识、专业技能，还要具备基本思想道德规范

和职业精神，身体里更要流淌着爱党爱国的红色

血液，因此，如何将红色基因更好地融入课程思

政建设将成为今后高等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任

务。 高职院校不仅要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

事、加强红色教育，凸显思政育人的红色元素，更

要将红色基因有效融入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

中，把红色种子深深耕植于每一位大学生的内心

深处，让红色成为立德树人的鲜亮底色，让红色

基因代代传承下去。
（一）凸显高职院校育人的政治价值

要想办好新时代社会主义大学，首先要思考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

本性问题。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3 月的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进行了深刻

阐述：“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

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

身的有用人才。 ”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凸显了红

色基因融入下高职院校思政育人的政治价值，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进一步明晰了高职院校要 “培育什么

人”。 红色元素融入课程思政，进一步明晰了高职

院校在培育社会所需的创新型技术性人才的目

标之上，更要培养爱党爱国、坚定马克思主义信

仰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有助于完善目前的人才培

养方案。
二是进一步厘清了高职院校 “怎样培养人”

的思政育人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的高职院校思政

育人，一方面要把红色基因融入思政课、专业课

以及实践课中，构建起协同式的红色思政育人机

制，另一方面则要利用好新时代媒体技术的宣传

渠道， 充分发挥大学生党员群体的带动作用，多

元化红色思政育人渠道和方式。
三是进一步明确了高职院校应该“为谁培养

人”。 高职院校大学生是青年群体中的中坚力量，
肩负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时

代重任，高职院校在本质上是在为党、为国家培

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建设者。 因

此，红色基因融入下的课程思政，有助于进一步

明确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对象、任务和目的。
（二）提升高职院校的思政育人内涵

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专业

素养和政治修养缺一不可。 其中，专业素养决定

着大学生今后的技术技能水平的高低，而政治修

养则将决定着大学生今后的人生道路，以及如何

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 “德者，才之帅也”，那

么， 高职院校要想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

人，大学生的政治修养教育就要占据高等教育的

首要位置，这也是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改革的必然

之举。 就其本身而言，红色基因蕴含着博大而深

刻的国家观、社会观、民族观和道德观，其不仅包

括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所孕育和形成的优秀

传统文化，而且还涵盖了新时代背景下的改革创

新精神。 在高职院校全力推进课程思政改革大背

景下，在塑造外部育人环境的同时，更是要从内

部传承红色思想， 持续丰富立德树人的育人思

想。 因此，相较目前偏重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教

育和职业素养养成的课程思政，红色基因的融入

将使目前的思政改革具备更高的育人视野、更大

的育人格局以及更丰富的育人内涵。
红色基因虽然已具备较为丰富的育人内涵，

但其本身具备自我更新和完善功能，是一个不断

丰富和发展着的文化体系，仍然处于不断发展和

壮大的过程中。 可见，红色基因的融入，在红色教

育的加持下，课程思政不仅能够在更高维度上培

育学生的爱国情怀、革命精神和创新能力，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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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与时俱进地对其进行持久性、先进性教育。
（三）强化高职院校育人的使命担当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党史，从成立中国

共产党到成立新中国，再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一件件历史事件无不在彰显着中

国共产党坚定不移、一以贯之的使命担当，也就

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代大学生作为社

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理应铭记自己的历史使

命和责任，承接使命，接力奋斗，积极投身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去。 因此，通过历史

和现实的勾连，红色教育和思政课程的“联姻”，
将红色基因融入高职院校课程思政中，有助于增

强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助于增强大

学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知，有助于

在更深层次上培育大学生的使命感、 责任感，进

而使其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强化大学生的

主人翁意识，使其牢记并践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这一使命担当，这不仅是红色教育的价值意

蕴所在，而且也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
三、红色基因融入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

实践路径

为了激发大学生爱党爱国情感，引导大学生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在当前课程思政改革过程

中，有必要将红色育人元素划分为“显性元素”和

“隐性元素”，进而将其融入包括思政课在内的不

同大类课程中。 而如何“联姻”红色教育和思政课

程，如何将红色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思政，是实现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升华的关键所在。 对此，要切

实构建起红色文化思政教育模式，高职院校就要

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教育为新的发

力点，一方面，要将红色教育元素显性化，诸如开

设“四史”课程、举办红色文化讲座等；另一方面，
则要将红色教育元素隐性化，将其融入公共基础

课、专业课和实践课等，将大学生自身成长与课

程学习、思想品德培养、职业素养培育、爱国爱党

教育等结合，从知识、修养、生活、情怀以及信仰

等多个维度塑造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

观，使该群体在红色课程思政熏陶下成为爱国敬

业的高素质人才。 进一步地，在具体的操作层面，
将红色基因融入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

路径，一是要构建起红色基因融入下的课程思政

立体空间架构，二是要开设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

“四史” 思政课程， 三是要推进红色网络课程教

育，四是要加强红色教育的社会实践。
（一）构建红色基因融入下的课程思政空间

架构

高职院校课程大致可以分为公共基础课、专

业课以及实践课。 对此，要想在当前的课程思政

改革中根植红色基因，首先，要深入了解高职院

校大类专业的教学特性，以便明确大学生不同学

习阶段的思政育人侧重点。总体上，当前高职院校

不同年段不同大类课程的教学特性如下： 大一新

生， 以公共基础课程和大班制教学为主； 大二学

生，以专业课程和小班制为主；大三和大四学生（1），
则以校内外的企业实践课程和微小班制为主。

其次，基于当前高职院校大类课程的不同特

性，将红色教育内容合理拆分进而融入“三课堂”（2）

中。 具体而言，大一学生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学习为主， 大二学生应当以职业素养、职

业规范道德等相关思政育人元素的吸收为主，而

大三和大四学生则应当侧重于学习团结合作、攻

坚克难、改革创新等革命精神。 “三课堂”教学特

性及思政育人元素情况如表 1 所示。
根据表 1，红色元素融入不同大类课程，在形

式上，要灵活运用现场教学、体验式教学、讨论式

教学以及融媒体式教学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教

学方式，化抽象为具体，以身边人物事迹作为案

例，使得不同教学环节能够发挥出“红色育人”的

最大化功能。 在内容上，则要切忌生搬硬套历史，
不但要建立红色思政教学资料库，而且要会灵活

表 1 “三课堂”教学特性及思政育人元素

课程 教学环境 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 思政育人侧重点

公共基

础课
校内大班制为主

分析案例、讲解故事

以及观看视频等方式
通识+思政公共基础

思想品 德、忠 诚 于 党、爱 国 情 怀、革

命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专业课 校内小班制为主
案例解析、情境模拟

以及角色扮演等方式
专业技能知识+思政品德

职业素 养、纪 律 规 范、吃 苦 耐 劳、励

精图治、刻苦专研、敬业勤业等

实践课 校内外微小班制为主
现场演示、言传身教等

方式
实践操作

操作规 范、创 新 精 神、求 真 务 实、百

折不挠、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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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红色资源，讲活历史故事，用活红色资源，结

合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增强红色基因融入下课程

思政教育教学吸引力。
最后，构建起红色基因融入高职院校课程思

政的立体空间架构。 不同类型课程的红色思政育

人内容各有侧重点，而针对高职院校不同年段学

生的理论知识、专业技能以及思想政治学习的侧

重点也同样各有不同。 对此，基于“三课堂”教学

特性、 不同的教学年段和相匹配的红色育人元

素，高职院校极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当前的思政教

育顶层设计，也即构建起高职院校红色基因融入

课程思政的立体式空间架构，让在校学生感受到

红色教育元素无处不在，促使其化被动学习为主

动学习，让红色基因薪火传承不息。 红色基因融

入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的空间架构如图 1 所示：

（二）开设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思政

课程

“四史”指的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是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

创造，不断催发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创新。 可见，“四史”的核心主体是中国共产党，
对此，有条件的高职院校应当开设以党史教育为

重点的“四史”思政课程。 具体而言，高职院校的

人文社科系部或马克 思主义学院应至少开 设 1
门“四史”课程。 进一步地，“四史”课程可以与通

识公共基础课、人文素质类选修课、专题讲座等

融合开设，这一方面能够使思政课程的教学方式

多样化，另一方面能有效拓宽思政育人教育教学

渠道，以增强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课程育

人的普及性。 而作为在校大学生，则应当至少主

修或选修其中一门，课程学习成绩将成为其评优

评奖以及申请入党的主要依据之一。
目前，高职院校都开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该课程概括性地

介绍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的重要内涵，但其中有关“四史”的内容阐述相

对简约，也不够深入。 因此，高职院校开设以党史

教育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重点的“四史”思政课程，一是有助于大学生对于

“四史”的系统性学习，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思政

育人课程体系；二是有助于巩固乃至强化传统思

政课程思政育人的主阵地地位；三是有助于思政

课程教育教学由“单维教学”转向“多维教学”，丰

富思政课育人内容，深化思政课育人内涵。 开设

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思政课程，除了培育

大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更为重要的目的是使其

养成良好的思想政治观念，具备更好的政治素养。
当然，除了开设主线课程，还可通过开展课

外阅读活动，并辅之以知识竞答、写作比赛等活

动，以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四史”知识。 在

课 外，教 育 部 组 织 编 写 的《“四 史”大 学 生 读 本》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学 生 读

本》、“读懂新时代”丛书———《道路何以自信》《理

论何以自信》《制度何以自信》《文化何以自信》等

读本读物，就较为适合作为学校开展“四史”学习

教育的辅助读物。 总而言之，高职院校要通过讲

好先进党员的红色故事， 实现红色基因进课堂、
进教材、进学生大脑。

（三）推进红色网络教育教学

当前，除传统教学课堂之外，诸如公众号、微

博等互联网社交平台，以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

台， 均已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的重要

来源。 对此，包括高职院校在内的整个高校思政教

育应当顺势而为， 积极主动借助新媒体技术和平

台推进红色教育的网络化， 着力打造传统教学课

堂之外的红色“第四课堂”。 红色网络教育教学的

开展，一方面指的是推进红色课堂的网络化，另一

方面则指的是通过网络渠道传播红色文化资讯。
推进红色课堂的网络化， 就是要以音频课

程、短视频、视频课程以及精美文案等为载体，将

革命历史、革命遗址、红色事迹、英雄人物以及当

地的党史馆、 纪念馆等素材转化成为网络资源进

行输出。 具体而言，一方面，将红色素材打包成系

列网络课程，以校园网络和广播为渠道进行推送，
作为在校师生的补充课程或必修课程；另一方面，
是将红色素材制作成流量视频或优秀文案，以主

流社交平台或短视频平台为渠道进行传播，使得

包括在校大学生在内的更广范围内的受众者，能

够在日常生活中也能随时接受红色教育。
传播红色文化资讯。 除了革命历史、烈士事

图 1 红色基因融入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的空间架构

社会核心价值观
社会公德教育
职业道德教育
爱党爱国教育

……

理论学习
公共基础课
专业课
实践课
……

社会实践

时间

学习

应用
大一 大二 大三+大四

基本技能

专业知识+技能

实验实训、顶岗实习、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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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当下实时发生的先进模范事迹也同样应当成

为红色教育的一大素材来源，对此，社会主流数字

媒体平台应定期或不定期传播先进个人事迹、模

范事迹以及英雄事迹。 通过主流数字媒体对红色

文化资讯的广泛传播， 为包括高职院校师生在内

的众多新媒体受众树立更多榜样、 传播更多正能

量，进而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全社会的责任意识，让

更多的人担当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命。
（四）加强红色教育的社会实践

目前的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改革仍然偏重于

思政育人的理论化教学，对于思政育人元素的实

践应用尚且不够全面和深入。 对此，借助丰富的

红色教育教学资源，在凸显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红

色育人元素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强红色教育的

社会实践，以此践行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育人“知

行合一”的思想。
传统的思政教学，以简洁、精练的理论化语

言对受教育者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

义以及思想品德、党纪国法的教育，而红色教育

自身包含着革命历史、英雄人物以及红色事迹等

的具象化素材。 因此，红色素材加持下的思政教

学更易于进行社会实践，从而避免了思政育人理

论化学习和实践应用的“两张皮”现象。 那么，如

何推进红色思政育人的社会实践呢？ 具体而言，
除了校内常规的课程思政的理论教学，以党史教

育为重点的“四史”课程教育教学可进一步与社

会实践活动结合。 基于红色素材的丰富性，相应

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就更加多元化，诸如“图话百

年”宣传教育活动、“寻访红色足迹”红色教育活

动、“开学第一课”活动、“学党史·祭英烈”党史教

育活动、“重温历史，锤炼党性”红色历史题材电

影观影活动、“唱响主旋律，颂歌献给党”歌咏比

赛活动，等等。 通过红色教育与不同形式社会实

践活动的结合，形成由“听”（听革命故事和英雄

事迹）、“唱”（唱红色歌曲）、“看”（看红色电影，参

观 革 命 遗 址 和 博 物 馆 等）、“读”（读 红 色 经 典）、
“讲”（讲红色故事）、“学”（学革命精神）等相结合

的多元化红色实践教育模式。
通过红色教育的社会实践，不仅使得高职院

校师生可以深刻体会思政育人理论知识的丰富

内涵，充分感知红色文化的强大魅力，而且还有

助于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坚守初

心、矢志不渝、砥砺奋进的波澜壮阔的光辉历史，
在红色教育中感悟初心和使命。 此外，高职院校

师生通过参与红色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还能感

悟到无论是在学习和工作中， 还是在日常生活

中，都需要以己身为表率，坚守初心、践行初心，
将红色基因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由此可见，红色基

因融入高职院校课程思政， 创新并丰富了思政育

人素材，使得当前的课程思政育人更具亲和力、感

染力，使得社会实践活动更具教育意义，同时，更

增强了高职院校学生的红色文化体验感， 实现了

学生在政治学习方面知、情、意、行的统一。
概而言之， 红色基因融入课程思政建设，是

目前乃至今后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改革的大方向、
大趋势。 因此，唯有不断加强高职院校思政教育

顶层设计，持续深化、丰富红色文化融入下的课

程思政教学内涵， 实现知识传授和思想品德教

育、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以及专业课教师和思政

课教师的同向同行，才能培养出能够担起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有理想、有信念、有担当且具

备较高政治素养的当代新青年。

注释：
（1）部分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合作办学，已经开设有 4 年

制本科专业。

（2）“三课堂”指的是公共基础课、专业课以及实践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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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actical Path of Integrating Red Gene into Curriculum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ING Jing
（Zhejiang Agricultural Business College， Shaoxing 312088，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ing red gene into the curriculum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not only a new topic，but also an inevitable trend of reforming the curriculum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future.
Deepening and manifesting the red elements integrating into the curriculum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highlight the political valu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education，
improve the connot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education，and strengthen the miss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education，which is of great value. In this regard，based on the red resource materials and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course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ive practice path of integrating the
red gene into the curriculum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tructing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curriculum，setting up the “four -history” curriculum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promoting the teaching of online red education，and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practice of red education.
Keywords： red gene； red education； curriculum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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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Dimensions of Integrating Civil Code into Cas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ing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as an Example
LI Jin

（Guangdong Polytechnic， Foshan 528000， China）
Abstract： The case teaching mode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to improve the ideology，theory and affin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The Civil Code，which was officially promulgated and implemented in
2021，provides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continuous in -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case teaching model and the
realization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due to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real life，distinct orientation，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value and purpose of
integrating the Civil Code into the curriculum，and grasp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integration，to clarify
the selection content of case teaching by extracting common factors，to have precise implementation during the
integration process，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Keywords： Civil Code； case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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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不断提升考核的全面性和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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