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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ing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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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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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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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classrooms
 

hel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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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goals
 

of
 

virtue
 

cultivation
 

and
 

talent
 

fostering.
 

It
 

cultivates
 

patriotic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enabling
 

them
 

to
 

tell
 

Chinese
 

red
 

stories
 

through
 

foreign
 

languages.
 

Additionally 
 

it
 

provides
 

insights
 

for
 

educational
 

policy-making 
 

textbook
 

design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measures
 

of
 

integrating
 

red
 

culture
 

from
 

Jiangsu
 

Province
 

into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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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紅色文化注入高校外語課堂

鑄魂育人工程的探索
———以江蘇地區紅色文化為例

萬書君

中國礦業大學徐海學院

摘　 要:
 

將紅色文化與紅色精神融入高校外語課堂,有助於實現「立德樹人」和「鑄魂育人」的教育目標。 一方面,

它能夠培養新時代具有愛國精神的大學生,幫助他們用外語宣傳中國、講好紅色故事,實現協同育人。 另一方面,

紅色元素的融入為高校外語課程的教育政策制定、教材編寫、課堂活動安排和教師教育等層面提供了啟示。 本文

以江蘇地區的紅色文化為背景,探討在數字時代背景下,其在高校外語課堂中的重要性及具體措施。

關鍵詞:
 

紅色文化;紅色資源;中華優秀文化;外語課程思政

基金項目:
 

本文系 2024 年度江蘇省社科應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語專項課題「淮海地區紅色資源融入外語課程思政研

究」(編號:24SWC-6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江蘇省 2024 年度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專案「新質生產力視域下

應用型高校外語教學及國際化人才培養模式研究」 (編號:2024SJYB0839) 的階段性成果;江蘇省高等教育學會

2024 年基於人工智能的大學外語數位化創新教學專項課題「大語言模型賦能應用型高校外語課堂:新質生產力視

域下全球視野人才培養模式研究」(編號:2024RGWY047)的階段性成果。

一、
 

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課程思政要「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力量根基,把道

理講深講透講活,守正創新推動思政課建設內涵式發展,不斷提高思政課的針對性和吸引力」。 紅色文化是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中華民族艱苦樸素、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 紅色文化與紅色精

神融入高校外語課堂,有利於實現「立德樹人」、「鑄魂育人」的教育方針。 本文探討了紅色文化容物高校外

語課程思政的具體實踐路徑。

二、
 

紅色文化與文化自信

(一)
 

紅色文化與中華優秀文化的關係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文化自信」、「文化強國」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

民族的根。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曆久彌新,在時代中進步、在時代中發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展現出不同的

文化表現形式。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它不僅體現在豐富的文化成果上,更深入地反

映在思想理念、傳統美德和人文精神中。 這些文化特質不僅昭示了中華民族的輝煌歷史,也展現了各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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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偉大智慧和創造力,形成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標識。 革命文化,作為中國近現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

分,是在黨和人民的偉大鬥爭中培育和創造的。 它包含了如紅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長征精神等,這些精神

體現了中國人民的頑強不屈和堅韌不拔,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近現代文化發展的具體表現。
紅色文化,作為革命文化的一種形象表述,與革命文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湯玲,2019)。 習近平總書記

多次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用好紅色文

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保護好、運用好紅色資源,加強革命傳統和愛國主義

教育,引導廣大幹部群眾發揚優良傳統、賡續紅色血脈,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時代新風新貌」。 紅

色象徵著希望、熱烈、勇敢、創造、奮鬥和犧牲,這些品質與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信念、革命精神緊密相連。 紅

色文化不僅是中國共產黨黨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顏色,也代表了中國人民對

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 紅色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輔相成,紅色文化傳承並昇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的精髓,同時,它也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源頭。
紅色文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起源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蘊含著豐富的革

命精神和歷史價值。 中華優秀文化則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積澱的精華,包括了哲學思想、道德觀念、藝術

成就等多個方面。 紅色文化與中華優秀文化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繫。 首先,紅色文化是在中華優秀文化的

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如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 這些美德在紅色文

化中得到了新的詮釋和發揚,特別是在革命和建設時期,成為了激勵人民奮鬥的強大動力。 其次,紅色文化

在發展過程中,也豐富和擴展了中華優秀文化的內涵。 例如,紅色文化中的革命英雄主義、艱苦奮鬥精神

等,都是對中華優秀文化中自強不息精神的現代詮釋。 同時,紅色文化還通過各種形式,如文學、藝術、影視

作品等,將中華優秀文化的價值觀傳播給了更廣泛的群眾。 最後,紅色文化與中華優秀文化的結合,對於當

代中國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們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精神支柱,為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文化支撐。

(二)
 

紅色文化在江蘇

江蘇在中國革命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孕育了周恩來精神、雨花英烈精神、新四軍鐵軍精神和淮海戰役精

神等革命精神。 這些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激勵著人們不忘初心,繼續前進。 紅色

資源是紅色文化和紅色精神的重要載體和具體表現形式。 江蘇擁有大量紅色資源,呈現出數量多、分佈廣

的特點。 江蘇現存的革命歷史類遺址、故居、紀念館等達 1710 處、省級黨史教育基地 53 個,主要涵蓋了新四

軍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地、淮海戰役的主陣地、革命烈士與遇難同胞長眠之地、我國民主革命統一戰線的見證

之地(鮑姝辰,2021)。 這些紅色地標是人們學習黨史、緬懷先烈的重要場所。
江蘇省提倡活化利用革命文物和紅色旅遊融合發展(拾峰,2023),省文化和旅遊廳推出了 20 條紅色旅

遊精品線路,促進了紅色文化的傳播和革命精神的教育。 為了增強紅色教育的互動性和趣味性,江蘇地區

的紅色紀念場館採取了創新的表達方式,如紅色地圖(朱成山,2018)、線上線下結合的青年學習社線路、場
館沉浸式講解、紅色文創產品(傅秋源、顧星欣,2021)等,讓紅色資源更貼近現代人民生活、令紅色教育更加

生動和吸引人,增強了紅色文化的吸引力和影響力。
江蘇通過立法保護紅色資源,例如《江蘇省紅色資源保護利用條例》的實施,為紅色資源的保護和合理

利用提供了法律保障。 江蘇的紅色資源和紅色文化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通過有效的保護、合理的利用

和創新的傳播,為傳承紅色基因、推動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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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紅色文化融入高校外語課程思政的意義

(一)
 

紅色文化與外語課程思政

紅色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鮮亮的底色。 紅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來源(杜飛進,2024)。
紅色資源是紅色文化的載體,是思政課程的活教材(徐振偉,2022),其融入思政教育,有利於實現立德樹人

的根本任務。 對於高校外語課堂而言,紅色文化的融入有利於高校外語課堂建設的課程資源多樣性、文化

精神傳承性和人才培養多元性,有利於高校培養出能夠適應新時代國際社會變化與國家發展、傳播中國優

秀文化的大學生,將紅色文化融入外語課程思政,有利於進一步達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努力培養更多讓

黨放心、愛國奉獻、擔當民族復興重任的時代新人」的思政教育目標。
江蘇在中國革命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擁有大量紅色資源。 江蘇高校選擇在周恩來紀念館、淮海戰役紀

念館等地開展愛國教育(李秀等,2024)。 江蘇地區紅色資源豐富,淮海戰役精神、王傑精神等曆久彌新,其
時代價值永不褪色(辛勤,2021)。 江蘇高校應立足紅色資源,充分發揮紅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引導

青年學生賡續紅色基因、傳承紅色血脈(賴繼年,2023)。
在「大思政」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任務的格局下,外語課程思政的建設探索主要包含以下方面:從宏觀

層面探討外語課程思政的內涵與價值、人才培養方向(肖瓊、黃國文,2020;文秋芳,2021),從中觀層面探討

外語教材的編寫與設計(王守仁,2021),從微觀層面探討具體的教學設計路徑與方法(戰雙鵑、許文麗,
2024)、外語教師思政能力需求(胡萍萍、劉雯靜,2022)以及外語課程思政評價體系(張敬源、吳亞靜,2024)
等。 同時,培養學生用外語講好中國故事的能力,需要在教學過程中強化培養學生的外語能力外,還要關注

學生對於中國故事的理解能力、跨文化交際能力和國際傳播能力(顧芳,2024),這就要求外語學科實現融合

創新的人才培養方案(鄭詠灩,2024)以及大學外語思政教學實現大學英語課程思政設計鏈、內容鏈、模式

鏈、管理鏈及評價鏈五個方面的教學體系構建(劉俊玲、賈蕃,2025)。
在將紅色資源引入外語課程思政方面,專家學者進行了不同的嘗試:將井岡山地區紅色資源與旅遊英

語教學相融合(陳滿娥,2015),在成渝地區高校外語課堂中引入紅色資源(王曉露,2024),在武漢地區將紅

色資源與翻譯實踐專案結合(劉世勇等,2024)等。

(二)
 

紅色文化融入高校外語課程思政的重要性

將紅色文化融入高校外語課程思政的探索,是以地方性紅色資源為出發點、外語思政課堂為結合點、外
語教師、學生為落腳點,不僅關係到我國外語課程思政的體系建設,也關係到文化價值建設目標的實現,更
是我國培養新時代愛國有志青年的重點。 紅色資源融入外語課程思政有利於「講好中國故事」教育方針進

一步落實、外語課程思政優化完善,加強紅色文化、革命文化在外語課程思政體系中現狀及策略研究方面的

優勢。
同時,將紅色文化、紅色資源與外語思政課堂融合,不僅能夠讓外語教師注重紅色資源篩選、樹立融合

發展的課程資源觀念,更能夠豐富創新紅色文化、發揮本土紅色資源的優勢和價值,讓紅色文化深深紮根學

生心中,讓學生用英文講好紅色故事,實現文化自信、文化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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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華紅色文化注入高校外語課堂鑄魂育人工程的具體路徑探索

(一)
 

重點與難點

若要將江蘇地區的紅色文化、紅色資源融入高校外語課程思政,重點在於需要對江蘇地區的紅色資源

進行現狀調研以及需要掌握扎實的外語課程思政理論基礎來探索江蘇地區紅色資源融入高校外語課程思

政的可行性,並提出具體的教學目標、教學方法和教學評價體系。 因此,在具體路徑的探索過程中,可能會

遇到以下難點:
1.

 

前期調研工作相對複雜。 第一,江蘇作為重要戰略地區,在中國革命史上擁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
因此,前期的史料研究和文獻整理分析會佔用較長時間。 第二,江蘇地區紅色資源眾多,數量多、分佈廣、範
圍大。 因此對於紅色景點進行實地考察、路線探訪將花費較多的精力、人力和財力。

2.
 

針對紅色文化、紅色資源融入外語課程思政的前期研究較少。 國內針對外語課程思政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思政的意義、內涵、人才培養、課程設置等方面,較少有學者專門針對外語課程思政中的紅色資源、紅色

文化的融入情況進行探討。 截至 2025 年 5 月 13 日,在中國知網的主題欄中輸入「紅色資源、外語課程思

政」,可以查到的數據僅有 9 條。 因此,在紅色資源與外語課程思政相融合的研究中,可以參考的前期文獻

較少,無形中增加了摸索出具體融合路徑與措施的難度。

(二)
 

具體路徑探索

江蘇地區紅色文化和紅色資源融入外語思政課堂是一個系統性的體系,其內容不僅可豐富外語課程思

政理論框架、賦予中華優秀紅色文化新的傳播價值、實踐於高校外語課堂,更可應用於高校日常校園文化、
豐富學生日常生活。 因此,在紅色文化注入高校外語課堂鑄魂育人工程的具體路徑探索中,可以從教育方

針制定與落實、人才培養方案制定、教材編寫、教師素養、特定紅色文化篩選、外語課堂設計、師生互動、師生

評價與回饋等多角度、多維度綜合衡量與把握。 在新質生產力背景下,在紅色文化融入高校外語課程思政

路徑探索中,我們更是要擁抱數字時代,借助技術的力量進一步地推動紅色文化更好地與高校外語課程思

政融合,更好地培養出「用外語講好中國故事」、用外語講好中國紅色故事的新一代愛國有志青年。
江蘇地區的紅色文化融入外語課程思政的具體路徑探索可以包括以下步驟:
1.

 

江蘇地區紅色資源的現狀調研。 通過整理已有文獻、進行實地考察,如:淮安周恩來故居、南京雨花

台烈士紀念館、淮海戰役烈士紀念塔與紀念館、王傑烈士陵園、運河支隊抗日紀念館等紅色景點進行史料研

究、路線探訪、場館解說歸納等等,探索雨花台精神、周恩來精神、淮海戰役精神、王傑烈士精神等紅色精神

的時代意義,篩選出可以與外語課程思政相融合的具體內容。
2.

 

高校外語課程思政的現狀調研、分析及發展研究。 對國內外學者已經針對高校外語課程思政的研究

進行文獻整理、科學分析,梳理相關的理論框架,厘清外語課程思政的根本目的,並結合江蘇高校特點,培養

新時代大學生愛國主義精神,為後續將江蘇地區紅色資源與外語思政課堂相融合提供理論基礎。
3.

 

江蘇地區紅色資源融入外語思政課堂的具體策略和實踐研究。 分析江蘇地區紅色資源的調研現狀,
結合外語思政課堂的理論基礎,並以高校現有外語課程為實踐背景,探討出將紅色資源融入外語思政的具

體形式與可行措施。
在紅色文化、紅色資源融入外語思政的具體課堂呈現中,外語教師要擁抱數字時代,借助人工智能、數

字技術的力量來更好地呈現出精彩的課堂。 除了傳統的課堂之外,外語教師可以有效地利用大語言模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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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虛擬數字教師,讓虛擬教師在課堂上用英文向學生發出指令、介紹紅色文化與紅色資源,令傳統的英語課

堂綻放數字色彩。
另外,江蘇的許多紅色場館現在都運用 VR 技術再現紅色場景,讓遊客沉浸式地傾聽紅色講解、享受紅

色旅遊(傅秋源、顧星欣,2021)。 高校外語學院或者相關專業可以與場館合作,在已有的中文解說的基礎上

加入相應的外語解說,一方面能更好地培養學生的外語能力、鼓勵他們用外語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中國紅色

故事,另一方面可以讓外國友人從多角度、多維度瞭解中國優秀文化,實現新時代意義下的文化自信。
此外,高校還可舉辦創辦紅色文化英文角、舉辦紅色景點英文導遊講解比賽等,豐富校園紅色文化生

活。 各大官方機構、出版社等單位也可舉辦相關賽事,鼓勵高校外語教師、大學生以賽促教、以賽促學,且大

學生並不僅僅指的是中國學生,還可以是在中國留學的國際學生。 如在江蘇省高等教育學會、「學習強國」
平臺和外教社共同組織舉辦的第三屆江蘇省大學生「用外語講好家鄉故事、用中文講好中國故事」演講比賽

的官方章程中就明確指出,鼓勵中國學生用英文講述家鄉的傳統文化、紅色歷史、風土人情、特色美食、著名

景點以及歷史變遷等等,可選擇任一板塊呈現家鄉文化的時代價值和鮮明特色,讓更多的人瞭解家鄉,為家

鄉對外宣傳出一份力,為中國故事的傳承發掘豐富的內容,展現積極樂觀、熱愛中國文化、尊重文化差異的

精神風貌」,鼓勵國際學生用英文「講述中國的傳統文化、風土人情、特色美食、著名景點、非遺專案、經濟發

展、歷史變遷、人物故事等,可結合自己在中國留學的親身經歷,選擇相應板塊呈現中國之美,讓更多人瞭解

中國,理解中國。 展現積極樂觀、熱愛中國文化、尊重文化差異的精神風貌」。 這樣的賽事,不僅可以讓大學

生通過準備比賽,有針對性地提高外語語言素養,更能讓他們通過參加比賽用外語講好中國故事、培養愛國

精神,更好地達到「立德樹人」、「鑄魂育人」的根本目標。

五、
 

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紅色基因傳承好,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若要將紅色基因傳承好、將紅色文

化這一中華優秀文化進行國際傳播和推廣,絕不能喊口號、說空話,這需要地方文化管理部門、高校思政相

關部門、外語教師等多方面共同努力。 將紅色文化、紅色資源融入高校外語課堂,絕不能生搬硬套,而是要

通過巧妙的、與現代數字技術結合的方式,讓紅色文化和紅色資源潤物無聲地走進外語課堂,從而讓紅色文

化走進學生生活、真正地走入學生內心,培養有理想、有擔當、有抱負、能適應國家社會發展需要、傳播中國

優秀文化的新一代有志愛國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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