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9 卷　 　 第 1 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Vol. 39　 No. 1
2022 年 3 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Mar. 2022

[投稿日期]2022-01-06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编号:FJ2020ZTZ004)
[作者简介]张霞飞(1997-),女,宁夏固原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通讯作者:何孟飞(1966-),男,安徽利辛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育人的三重向度
张霞飞,

 

何孟飞

(闽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红旗渠精神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蕴涵丰富的育人价值,是新时期高校思政课育人的丰厚

滋养。 新的时代场域下,高校思政课育人在取得成效的同时,需进一步提升其价值引领力、思想阐释

力以及实践教学实效力。 基于此,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育人,要以问题为导向,从价值、理论、
实践三个向度出发,阐明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育人的价值指向、理论逻辑和实践要旨,有效推

动两者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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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河南省林县人民历经近十年时

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于一锤一钎一炮中筑成

了长达 1500 千米的“人工天河”———红旗渠,淬炼出

了伟大的红旗渠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旗渠

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
永远不会过时。” [1]当前,高校思政课在育人理念、育
人内容以及育人方法上需进一步深化。 跨越时空的

红旗渠精神历久弥坚,能够为新时期高校思政课育

人提供丰富的思想养料。 有效推进红旗渠精神融入

高校思政课育人,对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助力大学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时代新人。

一、红旗渠精神的内涵与育人价值

　 　
 

红旗渠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内蕴丰

富的理论内涵和深厚的育人价值。 将红旗渠精神融

入高校思政课育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应然

之举,也是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必然要求。

(一)红旗渠精神的内涵

　 　 红旗渠工程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

指引,以解决人的生存问题为根本,立足实际情况,
带领河南林县人民修建的伟大水利工程。 红旗渠精

神形成于建设这一工程的具体实践中,具有深刻的

精神内涵。
1. 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的实干精神

红旗渠精神是一种“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的实

干精神。 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局限性,林县

自古以来都面临着长期缺水的困境。 1959 年,华夏

大地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这对本就缺水的林县

人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干旱缺水直接影响了百姓

的生存问题。 鉴于此,以杨贵为代表的林县县委决

心彻底改变这一历史性问题,决定修建红旗渠,引山

西平顺县的浊漳水入林县,为百姓排忧解难,真正造

福人民。 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党和林县人民面

临着资金匮乏、物资短缺、施工艰难等现实问题,但
是林县人民并没有因此选择放弃,也没有好高骛远、
寻求捷径。 为了成功修建红旗渠,林县县委与人民

立足当地实际,通过反复调查论证,科学决策,最终

确定了开工的方案。 在实施的过程中,林县人民通

过自制炸药、运用水磨原理等措施,缓解了资金困

难,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 可见,修建红旗渠工程

是为了解决林县人民用水问题、改善其生存条件,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林县县委同人民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坚持了我

们党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地

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修建了红旗渠,用行动诠释了

实干精神。
2.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整个过程是一部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 红旗渠工程修建之时,我国

当时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十分匮乏,人民生活也非

常艰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县人民并没有就此气

馁,他们理解国家的困难处境,决定在国家的大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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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主要依托自己的力量与智慧修建红旗渠。 面

对这一大规模工程,林县人民没有退缩,反而自筹经

费,自己造工具、碾火药、制水泥、学技术、办工厂、测
量工程等。 在建设红旗渠工程的 10 年间,20 万林县

人民在风寒露宿、技术落后的困苦条件下,以不畏艰

难、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依托自己的双手完成了这

一伟大工程。 由此可见,在整个红旗渠工程的建设

过程中,林县人民为了实现理想,不畏艰难险阻,靠
自己的力量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有力地展现了

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3. 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担当精神

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担当精神是社会主义制

度的独特优势,是红旗渠工程修建的动力支持。 红

旗渠的成功修建是党和国家、县外各省以及县内各

行各业等联合作用的成果。 在修建的过程中,党和

国家尽心竭力给予大力支持,县外各省与林县积极

开展合作,县内各行各业胸怀大局意识、积极配合工

程建设[2] 。 这些力量都是红旗渠工程得以顺利修建

的有力支撑。 在整个修建的过程中,林县人民心连

心,不计得失、不畏牺牲。 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

民工,大家都勇于奋战在第一线。 只要对修建工程

有利,大家都愿意牺牲个人利益、奉献自我。 在修建

拦河大坝时,500 名青壮劳力为了截流在激流中筑起

了坚实的人墙。 在修建红旗渠的英雄中,有些重伤

致残,有些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包括年过花甲的老

人和尚未成年的少年。 诚然,正是林县人民这种团

结协作、无私奉献的宝贵精神,才使得红旗渠工程得

以建成,使得红旗渠精神历久弥新。

(二)红旗渠精神的育人价值

　 　 红旗渠精神所内蕴的实干精神、创业精神和担

当精神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是新时代培育社会主

义接班人的丰厚滋养,能够助力大学生成为务实笃

行、奋发拼搏、担当有为的国之栋梁。
1. 以实干精神助力大学生求真务实,树立群众

路线的理念

求真务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其强调在正确

认识、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前提下,用实际行动去

做、去践行。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

作路线,其强调要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 红旗

渠工程的修建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心系人民群

众的生存问题。 在修建的过程中,党员干部与林县

人民齐心协力、同甘同苦,无论是商讨修渠方案还是

开工修造,党员干部和民工们都实实在在地谋事创

业,从未有弄虚作假、敷衍了事的想法。 在新的时代

境遇下,国家的发展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必须脚踏实

地地创造更多成果。 大学生是社会建设的主要力

量,依托红旗渠精神蕴含的实干精神,助力大学生求

真务实、树立群众路线的理念,是高校思政课育人的

有效途径。 将其融入高校思政课育人,能够激励大

学生端正做事态度,锻造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树立

群众路线的理念,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时代

新人。
2. 以创业精神助力大学生吃苦耐劳,为理想矢

志奋斗

在修建红旗渠 10 年的艰苦岁月里,红旗渠精神

蕴含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彰显了林县

人民应对困难劈波斩浪、勇往直前的精神面貌。 正

是以这样的创业精神为根本立足点,林县人民修渠

的理想最终得以实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大学

生的成长环境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很

难想象当年林县人民修渠的信念与艰辛。 但红旗渠

精神不应该被时空所阻隔。 当前,我们正朝着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民族复兴、国家繁荣

需要新的一代人砥砺前行,为之努力。 因此,以红旗

渠精神蕴含的创业精神为依托,将其融入高校思政

课育人,具有重要导向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高校思政课育人也要

以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引导大学生

树立奋斗意识、坚定奋斗目标,助力他们在就业、创
业等实践淬炼中具备吃苦耐劳的品质,增强奋斗本

领,为实现伟大梦想贡献自己的力量。
3. 以担当精神助力大学生乐于奉献,增强使命

意识

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担当精神是红旗渠精神

的根本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拼搏奉献,就是

把许党报国、履职尽责作为人生目标。” [3] “渠史”彰

显使命,红旗渠的整个修建过程充分展现了党带领

人民谋幸福的决心、信心。 林县县委同人民齐心协

力,怀揣不计个人得失、将“小我”融入“大我”的情

怀,用自己的双手,为建设红旗渠工程奉献了自己的

全部力量,彰显了共产党人和林县人民的使命担当。
新时代,大学生作为社会建设的中流砥柱,肩负新的

历史使命。 红旗渠精神蕴含的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的担当精神,是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使

命意识的重要素材。 将红旗渠精神蕴含的担当精神

融入高校思政课育人,用红旗渠英雄的光辉事迹感

染大学生,用无数党员干部和林县人民“忘我”的精

神鼓舞大学生,能够助力大学生增强肩负新使命的

主体意识和行动自觉,在实际生活中乐于奉献,化身



82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第 1 期

为新时代的亲历者、贡献者。

二、当前高校思政课育人面临的挑战

　 　 在全面育人的时代场域下,随着新媒体与思想

政治教育的融合发展,高校思政课育人在教育模式、
方式理念等方面发生了质的飞跃。 与此同时,高校

思政课育人也面临一定的挑战,其育人理念、育人内

容以及育人方式需进一步深化,从而提高其育人成

才的实效性。

(一)育人理念更新不够,价值引领力不足

　 　 目前,高校思政课育人理念更新不够,价值引领

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高校思政

课最根本的育人理念是立德树人。 对这一理念,广
大教师只停留在认知层面,并未在教育实践中深刻

思考“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

本问题。 而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全面释读,是高校思

政课育人实践有效开展的重要前提。 由于高校思政

课教师受到自身文化底蕴和道德观点等多维因素的

影响,其立德树人的意识和认知水平还有待提升。
第二,高校思政课育人未能深刻把握和全面践行培

育时代新人的发展要求。 时代新人是基于新的时代

境遇所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大学生是时代新人培

育的关键群体。 高校思政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渠道,肩负着引导他们成为时代新人的历史

使命。 时代新人强调要集理想、本领、担当、道德、力
量于一身。 但当前部分高校思政课教师较少明晰培

育时代新人的发展思想,一些老师存在思想政治意

识不强等问题,影响了高校思政课育人成效。 第三,
高校思政课育人需不断深化对教育主体的人文关

怀,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高校思政课的本

质是以人为本,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但在实际教

学中,高校思政课教师较少了解大学生在想什么、关
心什么、需要什么,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差异性与

创造性。 并且在育人过程中,高校思政课教师不仅

要重视政治引领,也要注重道德引领与文化引领,不
断强化高校思政课育人的价值引领力,提升其育人

实效性。 目前大学生正处于成长成才的关键期,高
校思政课不仅要通过政治引领教育大学生爱党爱

国、增强政治认同,也要强化道德引领,提升大学生

的道德修养,并注重以文化引领丰富大学生的精神

世界、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二)育人内容转化不理想,思想阐释力不够

　 　 育人内容是高校思政课的核心要素,具有重要

的理论引领作用。 当前,高校思政课育人主要以教

材为依托,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存在内容转化不

理想、思想阐释力不够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第一,教材作为学生夯实理论基础的重要文

本,是高校思政课育人的主要依托。 但是,高校思政

课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对文本中的理论知识阐释仍

需不断加深,对学生的基本理论教育需进一步努力,
达到“魂” 的高度。 大学生正处于知识体系亟需健

全、视野格局亟需开拓的关键时期,高校思政课必须

把握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深刻的理论知识精心引

导,促使他们能够深化对理论思想的认识,将其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 第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思

政课育人内容进行了扩充。 红色故事、时代故事、历
史故事等是当前高校思政课的重要教学资源。 但在

实际教学中,高校思政课教师对这些故事的阐释有

待进一步深化,其需要更加全面性地将这些故事背

后所内蕴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以及时代价值一一

释读,以之彰显高校思政课育人的思想阐释力,提升

其育人成才的实效力。 鉴于此,高校思政课应立足

新的时代背景,不断完善、丰富教学内容。 思政课教

师通过全面解读红色故事等育人内容,增强其理论

厚度,提升其思想阐释力,促使其有效转化为高校思

政课育人的重要力量。

(三)育人方法重理论轻实践,实践教学实效力不强

　 　 当前,高校思政课育人方式主要是通过理论灌

输开展教学,实践教学次数少且实效力不强。 具体

而言,高校部分教师在教学中,通常采用事实说理、
理论灌输这一传统教学方法,且习惯于依赖多媒体

课件,致使思政课缺乏生机与活力。 而高校思政课

实践教学作为提升大学生思想素养的重要途径,不
仅能够巩固理论知识,而且有助于增进师生之间的

交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 但是目前高校

思政课存在实践体验法运用不佳,实践教学实效力

不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高校

思政课实践教学趋于表面化,存在走形式走过场等

现象。 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不善于调动学生参与

其中的积极性,学生主体性地位不明显,容易影响实

践教学预期目标的实现。 第二,高校思政课实践教

学的目标需进一步明确与落实,需根据特定的实践

教学计划,有针对性地设置教学重点。 第三,高校思

政课实践教学方式需进一步多元创新。 现有的实践

形式主要是课外阅读、社会调查等,前往思政课实践

基地考察的机会很少,使得学生的体验感不足。 第

四,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评价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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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融合,摒弃“重结果轻

过程”思想,努力增强育人成效。

三、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育人的三重
向度

　 　 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育人,要以切实提

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为切入点,从价值、理论、实
践三个向度出发,提高其育人成才的价值引领力、思
想阐释力及其实践教学实效力。

(一)价值向度:强化红旗渠精神对高校思政课育人

的价值引领力

　 　 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育人,要通过发挥

各自优势,实现两者在价值引导上的融会贯通。 习

近平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

价值取向。” [4]
 

因此,强化红旗渠精神对高校思政课

育人的价值引领力是推动两者融合发展的首要

前提。
1. 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目标导向

立德树人是高校立身之本,高校各项工作要聚

焦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凝心聚力[5] 。 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实现立德树人,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6] 。
诚然,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育人,必须遵循这

一深刻要求,始终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发挥合力。 红

旗渠精神作为中国精神的集中展现,是新时代推进

伟大梦想实现的精神动力。 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

政课育人,既要在课堂教学上强化大学生对红旗渠

精神内涵的价值认同,使其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意识,也提倡大学生“要

知行合一,做实干家” [7] ,在实践中砥砺奋斗、奋勇向

前。 如此,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育人通过课

堂教学与实践淬炼相结合的方式,助力大学生成长

成才,进一步回答新时代高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等立德树人的重点问题。
2. 明晰时代新人发展思想,铸牢使命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强调时代新人要信念坚定、奋斗有为、勇
于担当,以坚毅的实干本领托起中国梦。 这一重要

战略目标也是新的时代境遇下大学生责任与使命的

自觉显现。 如此,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育人,
一方面,在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担当意识,培育奋斗情

怀,于时代嘱托中立奋斗之志。 另一方面,其在融入

高校思政课育人的过程中,注重实干苦干,始终强调

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姿态实现人生价值,圆梦幸

福人生。 因此,大学生个体既要在日常生活中积极

参与实践、乐于奋斗,增强实干本领,也要注重同其

他群体一起砥砺前行,在全社会的共同奋斗中凝聚

实现伟大梦想的力量。 由此可见,红旗渠精神作为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与高校思政课育人相融合,其
重点指向培育时代新人,达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的目标。 可以说,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育人

是基于社会发展培育新的一代人的使命之需。
3. 秉持人的全面发展原则,复归人文关怀

“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性和发展性两个本质指

向的统一”,既指向人的能力、思维、活动的全面提

升,也指向人的思想、 行动与价值判断的不断发

展[8] 。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以马克思人的全面

发展理论为重要依据,旨在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育人,必须要以这一理

论为根本指导,秉持人的全面发展原则,复归人文关

怀。 一方面,思政课教师要从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出

发,注重分析学生的差异性,并结合当前大学生的喜

好,善于运用个性化的教育方法讲好红旗渠故事。
另一方面,思政课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

用,采取演讲、发言、参观、竞赛等形式,鼓励学生参

与其中,从而深化对红旗渠精神的学习。 除此之外,
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育人,必须要注重提升

大学生的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 思政课教师要引导

大学生深入学习红旗渠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学习

他们身上优秀的道德品质,促使大学生增强民族自

信心和自豪感,不断提升自我。 概言之,红旗渠精神

融入高校思政课育人,要以满足大学生的需要、发展

大学生的个性、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重,促进他们的

全面发展。

(二)理论向度:彰显红旗渠精神对高校思政课育人

的思想阐释力

　 　 高校思政课的首要特征为思想性和理论性,根
本目的是教育大学生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 高校思政课要善于运用生动的理论话语释读红

旗渠精神的深刻内涵,从而彰显红旗渠精神育人成

才的思想阐释力。
1. 坚持马克思主义元理论的基本观点

红旗渠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产生

的时代结晶。 高校思政课运用好红旗渠精神这一生

动教材,必须要明晰其理论本质,引导学生坚持马克

思主义元理论的基本观点。 首先,要教育大学生坚

持唯物论。 红旗渠精神是承袭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

产物。 在修渠进程中,林县县委与人民群众坚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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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从实际出发,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同时,积极发挥主

观能动性,通过灵活调整修渠方案、采用科学方式,
使红旗渠得以成功修建。 其次,要引导大学生善于

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唯物辩证法

在红旗渠修建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应用。 在修渠的

进程中,林县人民曾遇到如何正确放炮的问题。 于

是,炮手们通过反复实践,总结经验,发现开山放炮

和开渠放炮是截然不同的。 诚然,事物的性质不同,
所产生的矛盾也就不同。 因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针对不同矛盾采取不同的方法。 除此之外,要教

育大学生坚持唯物史观,坚定人民立场。 修建红旗

渠是为了解决人民饮水问题,其初衷是为人民排忧

解难。 修建红旗渠的过程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主体旨归,凝聚着人民群众创造力的力量,闪烁着人

民群众主体性光芒。 因此,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红

旗渠精神的价值底色。
2. 赓续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红旗渠工程的成功修建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大

力支持与竭力帮助。 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育

人,思政课教师要明晰中国共产党在红旗渠工程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引导大学生通过学习红旗渠精神,
赓续传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一是要教育大学生赓

续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我们党自诞生以

来,就不断地艰苦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

就。 红旗渠精神承袭了党这一优良传统。 在修渠的

过程中,林县县委与人民不畏困苦、攻坚克难,再次

彰显了我们党带领人民艰苦创业的奋斗史。 二是要

引导大学生赓续我们党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 团结

协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也是我们党的优

良传统,强调团结各方力量,互相配合,共同完成任

务。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党带领人民团

结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 红旗渠工程亦是如此,不
是靠单独一方力量就可以完成。 它是在党的领导

下,领导干部、普通民众、省外援助及社会各行各业

的相互配合中,所开展的一场实践活动,是个人利益

与国家利益的高度统一,闪烁着“团结铸就辉煌”的

真理光辉。
3. 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内在心态和精神样态的有

力彰显,是一个国家昌盛富强的向心力。 红旗渠精

神浸染于伟大的民族精神,其深刻内涵与民族精神

一脉相传。 因此,思政课教师要将两者联系起来,教
育大学生通过学习红旗渠精神,大力弘扬伟大的民

族精神,从而彰显红旗渠精神对高校思政课育人的

思想阐释力。 一是要教育大学生弘扬伟大创造精

神。 红旗渠精神积淀于中华民族“敢为天下先” “变

者恒通”的伟大创造精神。 红旗渠工程是林县人民

勇立潮头奋力闯,敢于创造、勇于开拓的结晶。 二是

要引导大学生弘扬伟大奋斗精神。 吃苦耐劳、艰苦

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 红旗渠精神则植根于

伟大奋斗精神的坚实土壤,林县人民是以砥砺奋进、
不懈努力的干劲,用自己的双手修筑的红旗渠。 三

是要引导大学生弘扬伟大团结精神。 团结精神深深

烙印在中华儿女的民族意识里。 可以说,没有全体

中国人民的团结一心,就没有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

就。 红旗渠作为多方力量团结奋斗的结晶,无不突

显了伟大团结精神的伟力。 四是要引导大学生弘扬

伟大梦想精神。 从古至今,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为

理想而奋斗。 在追逐梦想的征途中,涌现了愚公移

山、精卫填海等典型事迹。 林县人民同样怀揣着解

决吃水问题、过上美好生活的梦想,不辞辛苦重整林

县河山,引来一渠水。 可以说,林县人民修筑红旗

渠,是对伟大梦想精神的接续谱写。
4. 传承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我们党百年征程初心践

行的智力支持,是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的精神支

柱。 红旗渠精神诞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与中

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同根同源同追求,是中国共产党

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旗渠精神与高校思政

课育人的融合,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

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天然的同一性,其根本指

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因此,思政课教师要注重

把握红旗渠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间的内在

联系,在讲好红旗渠故事的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大学

生传承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以之促进大学生的全

面发展。 一方面,要教育大学生坚持真理、坚守理

想。 马克思主义是红旗渠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

系的科学指引,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其根本追求。
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巧劲” “韧劲”必然离不开

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有力指导,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为

了实现美好生活。 另一方面,要教育大学生践行初

心、担当使命。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9] ,亦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

系日臻丰赡的根本原因。 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

的重要篇章,红旗渠精神植根于林县人民“解决生存

问题、追求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这是林县人民的

初心使命,是他们奉献自我的逻辑基点。 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新时代的大学生要坚守初心,勇担时

代重任,以实际行动弘扬红旗渠精神、传承中国共产

党精神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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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向度:提升红旗渠精神对高校思政课实践

教学的实效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思政课的改革创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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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诚然,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

育人,要重视实践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教学,增强

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1. 实践教学理念:注重人本精神的价值回归

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首先要

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注重人本精神的价值回

归。 红旗渠精神作为一种优秀的红色文化,其最大

的魅力在于能够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能够使人们

深受感染与教化。 因此,在红旗渠精神的实践教学

中,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
发挥大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 具体而言,人本精神

应贯彻于实践教学的方方面面。 实践教学实施之

前,应采取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大学生的兴趣习

惯、专业能力、家庭背景以及心理问题等,依据大学

生自身的背景与特点,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与实践

活动,进行分层次教学,从而满足大学生的个体需

要,增强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除此之外,在开展实践

教学的过程中,思政课教师要注重传播红旗渠精神

的深刻内涵,与学生多沟通、多交流,使学生有所感

悟、有所启发,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回归到自我

人格完善和自我价值实现中。
2. 实践教学重点:培养学生的艰苦奋斗品质

实践教学要求具备与理论教学相统一的实践教

学计划。 开展红旗渠精神实践教学,需要制订相应

的实践教学大纲,明确实践教学主题,突出教学的侧

重点,从而体现实践教学的针对性、计划性。 并且,
思政课教师要真正理解实践教学“实践”这一内涵,
不能流于形式。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红旗渠精神

的精神内核,是林县人民创业面貌的深刻展现。 因

此,在红旗渠精神的实践教学中,要以培育大学生的

艰苦奋斗品质为侧重点,助力大学生为理想而努力

奋斗。 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根据红旗渠精神实践教学

的侧重点,开展有特色、针对性强的实践活动,鼓励

学生参与其中,以之激发学生的奋斗意识,厚植奋斗

情怀,使得他们具备艰苦奋斗的品质。
3. 实践教学方法:强化教学方式的多元创新

丰富的实践教学方法有利于增强实践教学的吸

引力,充分调动大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能有效推进教

学目标的实现。 因此,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

育人,在开展实践教学的同时,要强化教学方式的多

元创新。 在校内,高校思政课教师可以运用课堂多

媒体组织学生观看纪录片《红旗渠》,使学生对红旗

渠精神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思政课教师也可以举

办与红旗渠有关的演讲、知识竞赛、读书会等活动,
既能丰富大学生课堂生活,也能增强对红旗渠故事

的了解。 在校外,学校可以组织开展“赓续红色基

因,弘扬红旗渠精神”的暑期实践,组织学生前往红

旗渠进行实地考察,增强学生的实践体验感,促使学

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修建红旗渠工程的艰难,体悟

红旗渠精神的深刻意蕴。
4. 实践教学评价:加强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

价的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是一项系统工程”,实
践教学的顺利推进与成效获得都必然以健全的实践

教学机制为基础[11] 。 而实践教学评价作为实践教

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整个实践教学活动的总结

与升华。 完善的、人本化的评价系统是实践教学机

制的关键组成部分,有利于提升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因此,进行红旗渠精神实践教学,要完善实践教学评

价体系,加强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融合。 一

是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在红旗渠精神的实践教学过程

中,注重对大学生的参与态度、参与状况、组织纪律、
思维方式进行评估[12] 。 二是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在

红旗渠精神的实践教学结束后,组织学生提出相关

建议,撰写心得体会、调查报告、学术论文等,并对此

进行评估。 三是高校思政课教师在进行红旗渠精神

的实践教学中,要善于将这两种评价有效融合。 既

注重学生参与实践教学的过程,又注重学生参与实

践教学后的感受体验,从而深入了解学生在实践教

学中的实际情况, 进行有效评价, 提高实践教学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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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ngqiqu
 

spirit
 

has
 

profoun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rich
 

educational
 

value.
 

It
 

is
 

the
 

rich
 

nourish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At
 

present,
 

despite
 

the
 

great
 

pro-
gress,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ch
 

as
 

insufficient
 

value
 

guidance,
 

insufficient
 

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d
 

weak
 

effectiveness
 

of
 

practical
 

teaching.
 

Based
 

on
 

this,
 

the
 

integration
 

of
 

Hongqiqu
 

spirit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problem-oriented.
 

This
 

integration
 

should
 

also
 

clarify
 

the
 

value
 

connotation,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gist
 

from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value,
 

theory,
 

and
 

practice,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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