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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林地区红色文化的历史底蕴
吉林地区承载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使命。白山

松水间一抹抹印记，成为了我们宝贵的财富，所以红
色基因可以称得上是白山松水文化的灵魂。目前，吉
林地区杨靖宇烈士陵园、四平战役纪念馆等数量众多
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涌现出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烈
士。是他们这些坚强不屈的仁人志士地浴血奋斗，才
有了我们今天的生活。

二、筑牢红色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石
红色文化的内涵和指向。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在共产党人的领导和浴血奋战中，留
下了一篇篇名垂千古的事迹和一座座精神文明的里程
碑，红色文化应运而生。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
儿女奋勇向上，勇往直前，激励了后辈青年追求理想
和信仰，它的育人功能作用是功不可没的。红色文化
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既能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又能
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正在人生道路上的
前行者指引方向。

红色文化的特点。主要是先进性。鸦片战争以来，
面对长期的闭关锁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可称
得上是“遍体鳞伤”。若想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改变
封建民族的生存方式，就应该转变传统文化的形式。

三、如何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第一，在高校文化活动中注重德育教育的初衷。高

校学生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所以应深刻挖掘红
色文化的作用，使之融入到校园文化活动中，充分发挥
道德与教育相结合的功能。可以打造红色书屋，用红色
故事和红色精神感染学生，教育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定
期召开红色书籍座谈会、阅读红色经典分享会等，引导
学生牢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追求；开展各
项活动，使大学生了解并铭记那些峥嵘岁月。

第二，育人模式上运用创新方法，融入思政理论
课堂。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着深厚的
历史底蕴和价值，它是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桥梁，凝
聚着自强不息、坚定不移和义无反顾的精神力量。为
了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充分调动学生学习
红色文化的积极性，高校应该采取创新的育人模式。

比如，可以充分运用第二课堂，结合每个班级的不同
人员、不同情况与不同特点，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开
展，来增强大家的爱国主义情怀。

第三，融入高校大学生生活，从多种角度将红色文
化展现。高校应多方位、多角度地打造载体，充分融进大
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去，使得红色文化潜移默化地被接受。
例如高校可积极组织红色文化走进宿舍，通过挂牌“党员
寝室”，以党员的力量带动宿舍其他同学的思想进步。

第四，融入社会实践，增强凝聚力。通过积极组
织学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使同学们切身体会到红色
文化的力量，时刻牢记战争年代的腥风血雨；使大家
懂得珍惜这样优越的学习环境，从心底增强爱国主义
情怀，意在提高同学们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使大
家更好地担负起时代使命，培养学生具有砥砺前行的
精神和能力。高校的任务不仅仅是为社会输送人才，
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才是更大的任务。

四、结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红色文化进一步融入高校

校园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我们更应充分利
用好吉林地区的红色教育资源，将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
样不但能够创新高校关于红色文化教育的形式，并且
可以进一步扩大红色文化的影响力，使学生熟知红色
文化，增加大家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最终
让红色文化精神，能够浸透到每一位大学生的心中，
以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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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有很多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在里面，比如
说其历史价值及时代价值，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一直在提倡要将红色基因传承好，红色文化利用好的最重要的因
素。如何做好这些，笔者认为，在新时代背景下，应注重将红色文化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相融合，作为新时代
的大学生，更有责任与义务保护和传承这些优秀的红色文化，使红色文化的作用能够发挥到最大。本文的角度
基于吉林地区的红色文化历史，以此进行探讨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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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初探
            ——以吉林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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