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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区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内涵是党长期执政的重要法宝，具有强

大的育人功能，是新时代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当前苏区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与目

标仍有距离，通过构建“三进”渠道、建设“三红”队伍、打造“三化”模式，优化实践路径，将苏区精神融入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从而更好地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推动苏区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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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敌人大规模 “围

剿”，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下，继续高举革命旗帜，转

战赣南、闽西等地发动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建立

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苏区精神就是党在这一时期面对艰苦环境在苏区开

展政权建设、探索实践革命道路过程中所形成的宝

贵革命精神。2011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中央革命根据地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80 周年座

谈会上，全面深刻地将苏区精神内涵概括为 “坚定

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

争创一流、无私奉献”［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苏

区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

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

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

新的升华，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1］。

近年来，学界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苏区精神

的重要论述，对苏区精神的内涵实质和时代价值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李红

喜［2］认为坚定信念是苏区精神的灵魂，求真务实是

苏区精神的精髓，一心为民是苏区精神的本质，清

正廉洁是苏区精神的品格，艰苦奋斗是苏区精神的

要义，争创一流是苏区精神的特质，无私奉献是苏

区精神的内核; 钟小明［3］等深入阐释苏区精神中的

艰苦奋斗精神内涵及当代价值，指出新时期艰苦奋

斗精神呈现新的特点，但依然要大力倡导，坚持和

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事关党的形象和生死存

亡，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田延光［4］对苏区精

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政治本色和精神特

质进行深入阐述，指出新时代要大力传承和弘扬苏

区精神，让苏区精神永放光芒。另外，也有一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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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目光聚焦在苏区精神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

结合的研究。高中桥［5］认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

临着理想信念淡漠、忽视个人全面发展等方面的问

题，而苏区精神在强化价值观、塑造利益观、培育

人本意识等方面具有独特教育功能; 邱锦炜［6］等指

出苏区精神可以从课程育人、实践育人和组织育人

三个方面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刘晓玲［7］针对

苏区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提出要

通过学校顶层设计、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以及校园

文化建设等路径实现苏区精神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相融合。通过文献梳理可发现，苏区精神在内涵

价值的研究成果已然较为成熟，而对于苏区精神的

具体应用及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研究趋

于宏观，尤其在实现路径和体系构建方面仍需具体

的探索。本文立足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分

析苏区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意义和

现实境遇，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探究两者

融合实践路径，以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更好地传承和弘扬苏区精神。

一、苏区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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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区精神

作为经过革命实践考验的红色文化，其蕴含的爱国

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具有天然的教育功能和育人属

性，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相契合。苏区精

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将有效增强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 一) 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益

实践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9］377。对大学生成

长而言，“德”主要体现在理想信念与价值养成两

方面。苏区精神在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道德教育等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内涵。苏区精神中的

“坚定信念”指的是深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坚信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必胜信念。针对大学

生中存在的理想信念缺失的状况，用苏区军民在艰

苦环境下英勇斗争的史料、坚定信念的精神品质来

鼓舞大学生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价值养成是大

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苏区精神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1］。大学生学习

苏区史料、传播苏区精神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时代的要求，能够有效提

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从而实现

“树人”的目标。

( 二) 是传承和弘扬苏区精神的重要途径

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

这些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

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10］。大学生

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也是传承和弘扬红色

文化的主力军。高校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平台，引

导大学生在课堂上、网络上、活动中学习感悟苏区

精神的内涵，掌握苏区精神的核心要义，并通过参

与社会实践、撰写心得体会、学习分享交流、苏区

故事上舞台等丰富的校园文化形式进行学习实践，

追寻内涵理念，注入时代活力，有效传承和弘扬苏

区精神。

( 三) 是开展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有效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将其作为党史学习教育和 “四史”宣传教育的重要

内容，更好地鼓舞激励党员干部群众弘扬光荣革命

传统、赓续红色血脉［11］。当前各高校持续深入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大学生 “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发挥 “以史为鉴，以

史育人”的作用。苏区精神是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之一，其蕴含的丰富内涵

是开展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素材。福建是中

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利

用好红色资源，把苏区精神作为福建高校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将

苏区精神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

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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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区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

境遇

苏区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作

用已日益凸显，但两者的融合情况以及成效跟新时

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求仍有距离。当前相关研究

中，两者融合的实践路径主要有思政课堂教学融入、

社会实践环节嵌入以及校园文化建设引入三条路径，

但多停留于宏观、表面的阐述，鲜有对以上具体路

径进行系统设计，两者融合存在现实困难。

( 一) 教学模式单一化，探索不够

苏区精神根源于革命先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伟大实践，本身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但部分高校

在进行思政教育过程中，将重心更多放于理论灌输

的“教”而非知行合一的 “育”。教师以完成教学

任务为主，对于引导大学生将苏区精神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的探索不多，苏区精神的铸魂育人元素挖

掘利用不够。单一的自上而下课堂教学模式没有考

虑大学生的心理感受和体验，难以引起深层次共鸣。

另一方面，高校对苏区精神所承载的物质载体与文

化载体开发不够，未能充分发挥苏区丰富的红色革

命遗址、红色歌谣、革命英雄事迹等红色资源作用。

有些高校组织学生参观苏区红色基地，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活动，多为走马观花，活动流于形式，未能

入心入脑，未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

( 二) 价值取向呈现功利化，热情不高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西方的文化思潮和价值

理念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价值取向产生巨大冲

击，加之社会泛娱乐化环境的影响，当代大学生普

遍倾向于探索新奇事物获得的即时满足，对传统文

化缺乏耐心，认知停留在表面，流于形式，缺乏思

辨的深度。苏区时期的艰苦生活与当今大学生丰富

的物质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距离感，使得大学

生对苏区精神的认知停留在较浅的层面，多数大学

生对苏区精神不了解或一知半解，无法深刻认识苏

区精神的内涵和价值。另一方面，多元化的文化碰

撞与不良思潮的侵蚀，使得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偏功

利化，注重有利于今后发展就业的专业知识或技能

学习，对于思政教育的重视不够，存在可有可无的

错误理解，导致对苏区精神的学习热情不高。

( 三) 学习模式倾向碎片化，效果不好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新时代，知识的获取方式

及途径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碎片化学习模式

已成为一种趋势。系统对某一事物进行学习相较于

人们日趋养成的碎片化学习模式显然更有利于大学

生形成逻辑感，增加学习兴趣和提升学习效果。苏

区精神是党在苏区艰苦环境下开展政权建设、探索

实践革命道路过程的集中体现，是通过长期革命探

索形成的，具有其应然逻辑和发展规律。高校将苏

区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存在碎片化教学现象，

仅对部分会议和事迹进行学习，忽略了对相应背景

和发展规律的研讨，割裂了大学生对苏区精神形成、

发展及理解的逻辑性，造成大学生对苏区精神学不

全、学不深、学不透，削弱了苏区精神在思政教育

过程中的实效性。

三、苏区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优化

基于当前苏区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

在的教学模式单一、学习热情不高、效果不理想等

问题，高校应坚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充分调动一切资源和力量，在思政课程体系建设、

校园文化建设、社会实践探索三条路径上进行有效

拓展，注重“显性” “隐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

际、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进一步优化实践路径，将

苏区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从而

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苏区精神与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路径优化具体见图 1。

( 一) 构建 “三进”渠道，夯实苏区精神融入

思政教育的基础保障

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渠道，“三进”渠道是指将苏区精神融入高校

课程体系，即 “进教材、进课堂、进基地”，使其

系统、全面进入学生视野，实现育人与育才有机结

合。第一，实现苏区精神进教材。教材是承载国家

意识形态的重要依托，进教材是 “三进”的前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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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苏区精神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路径优化

Fig. 1 Optimiz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Soviet spirit

and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基础。高校应充分整合苏区红色资源，建立苏区精

神资源库，组织优秀学者、专家编撰具有区域特色

的苏区精神教育校本教材，形成集聚专业性、针对

性、权威性的指导文本，充实课堂教学内容，帮助

大学生形成 “苏区红色记忆”。第二，实现苏区精

神进课堂。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

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

和力和针对性［9］378。教师要将苏区精神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程有机结合，在授课过程中穿插相关的苏区

时期历史事件、革命先烈的英勇故事、苏区精神内

涵等，潜移默化引导大学生从中汲取精神食粮，感

悟苏区精神的科学内涵。同时，要在教师队伍中挑

选和培育一批熟悉苏区精神、苏区历史的教师代表，

开设苏区精神选修课程，通过他们在校园中更加深

入讲好“苏区故事”，传播苏区精神。第三，带领

学生走进红色基地。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

出，“福建是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

革命先辈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独特优势”［13］。

高校要利用好苏区丰富的红色基地资源，以及通过

苏区文化历史展览、虚拟现实技术，统筹安排学生

社会实践、团支部主题教育活动等大学生喜闻乐见

的实践形式，走进红色基地，开展苏区文化专题学

习，让学生切身感受苏区时期党的伟大斗争精神，

增强情感认同。通过 “进教材、进课堂、进基地”，

大学生能够 “看得到、听得见、摸得着”苏区精

神，快速建立起对苏区精神内涵的认识和理解，夯

实苏区精神融入思政教育的基础保障。

( 二) 建设 “三红”队伍，壮大苏区精神融入

思政教育的有生力量

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

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

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

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9］377。发挥学生的

主体作用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所决定

的。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是主导

是外因，学生是主体、是内因。苏区精神融入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以符合学生

特点的教育、管理和服务的体制机制开展工作。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大力建设校园

文化。要依托班级、社团等组织形式，开展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因此，苏区精神与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融合可以通过班级、社团以及先进人物的

影响带动，壮大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生力量，充分发

挥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作用，寓

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提升育人效果。第一，创建

一批红色班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正确的

意识可以促进事物的发展，良好的道德品质作为正

确意识中的精华，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班级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单位，班级建

设情况也将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质量。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 “要坚持不懈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使高

校发展做到治理有方、管理到位、风清气正。”［9］377

苏区精神中的艰苦奋斗、争创一流对于高校校风学

风建设具有正确的导引作用，高校以苏区红色文化

为引领，通过建立班级章程、班歌、班服等形式，

培育一批思想觉悟高、学风班风优良的班级，打造

苏区精神班级品牌，让大学生自觉接受和弘扬苏区

精神，争创一流班级; 第二，组建一批红色社团。

高校社团是大学生活跃的重要场所。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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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广泛开展文

明校园创建，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

的校园文化活动”［9］378。高校可充分利用学生社团纽

带作用，组建学习苏区精神的红色社团，鼓励各类

社团围绕苏区精神内涵价值，开展形式多样、健康

向上的社团活动，如创作具有苏区特点的文艺作品、

举办苏区红色文化知识竞赛、苏区红色影视观赏、

创作话剧舞台剧等，主动为苏区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搭建平台，发挥红色社团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作用，

满足学生的精神文化需要，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第三，树立一批红色先进模范典型。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

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14］高校可重点培育一批

对苏区精神有深入了解、认可度高的师生代表，以

苏区精神为思想引领，在学习、工作、生活上践行

和弘扬苏区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精神，

为大学生树立先进典型，通过榜样的力量激励学生

主动将苏区精神与自我发展相结合，从而内化为自

身的认同感。

( 三) 打造 “三化”模式，拓展苏区精神融入

思政教育的广度深度

苏区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符合现代社

会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才能保持永续

发展，具体可从打造 “三化”模式着手。第一，推

进苏区精神时代化。苏区精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局

限。习近平总书记对苏区精神 “坚定信念、求真务

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

无私奉献”七个方面高度概括，不仅赋予了其时代

特征，而且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刻启示。因此，弘扬苏区精神应不断加

强苏区精神与新时代的价值融合，推进苏区精神的

时代化，要立足新时代不断开拓的新境界，引导学

生利用苏区精神剖析当今社会热点、难点，深入准

确地挖掘苏区精神的时代内涵，让伟大的苏区精神

永远焕发光芒; 要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引导学生

利用苏区精神克服 “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个人

主义、功利化”等大学生较多存在的问题，帮助大

学生校正价值取向，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第二，

打造项目化课堂教学。思政课 “要坚持统一性和多

样性相统一”“要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要

坚持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12］331，不断增强思政

课的亲和力、针对性。传统自上而下授课方式无法

满足新时代学生学习多样化需求，高校可以在思政

课教学尤其是实践环节中引入项目教学法，以苏区

精神相关知识点的挖掘、利用作为项目，由学生自

行查阅相关资料、提出问题、设计主题、创设情境、

探究学习、展示评价。通过学生独立搜集和利用资

料、史实，进行知识建构，理论实践相结合，既可

以让学生牢牢把握苏区精神的本质内涵，又创新教

学模式，提升了学习质量和效果; 第三，推进苏区

精神融入思政教育信息化。习近平强调， “要运用

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

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

力”［9］378。高校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苏区红

色文化进行数字化转化，如以网络纪念馆、仿真虚

拟体验馆等形式加强大学生体验感，有效借助微媒

体平台、微视频、微动漫、移动直播等载体实现现

代化交互一体的思政信息化课堂，让学习苏区精神

兼具“有意义”和 “有意思”，提升学习热情和

成效。

四、结语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

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

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力量源泉［15］。苏区精神是新时代开展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宝贵红色资源，积极探索和实践苏区

精神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正是高校努

力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的生动体现，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力举措。对苏区精神这一

课题的研究，还有许多亟待深入挖掘的领域，其与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必将有效提升思想

政治教育效果，推动苏区精神更好地传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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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Path Optimiz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Soviet Areas into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 Xiangde

( 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and Civil Engineering，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 The Spirit of the Soviet area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ine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it's

richness is an important weapon for the party's long－term governance． It also has a powerful educating function and is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developing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t present，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ideal goal of integrating the spirit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By connecting the spirit with books，classes and practic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keeping the spirit in

pace with the times，optim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path，and integrating the spirit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we can better improve the effect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spirit．

Key words: the Spirit of the Soviet areas;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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