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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红色旅游资源在思政教育中的

重要意义分析 
陈建军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我国的“三农”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使我国的农村地区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越

来越多的红色旅游资源得到开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关性极高的学科，对我国高校学生价值观念的

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依据相关研究成果与教学实践经验，从多个方面分别阐述“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红色

旅游资源在思政教育中的重要意义。最终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探讨，可以让广大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不

断创新教学方法，将红色旅游资源与思政教育做到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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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大学生进行科学、高效的思政

教育也变成了新时代国家人才发展战略的重要要求之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深刻的

历史价值。对于大学生来说，乡村地区的红色旅游资源不仅

可以使其更好地感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色文化，还可以提

升自身的政治素养，进而能够激发自身的爱国热情。同时，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大力开发红色旅游资源还能够提

升当地农村的经济水平，使该地区能够顺利完成产业升级，

从而有效促进革命地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一、当前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 

1.学生重视度不足 

学生的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会影响到高校的

思政教育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即使学校经常要求学生参加思

想政治教育活动，这部分学生也是本着学校的要求去参加活

动的，到了活动现场就开始做其他事情，不愿意认真听讲。

在面对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时，这部分学生往往不愿意关心事

情背后的意义，认为这类事件与自己无关。一系列问题很容

易导致学生对各类事件缺乏辩证思维，这是不利于学生人格

的发展的。 

2.教师忽视红色旅游的重要性 

部分高校仍采用传统的思政学科教学方式，在传统的高

校思政教育活动中，教师多会采用填鸭式教学给学生灌输枯

燥的学科知识。在这一教学过程中，该类教师通常会较为注

重学生的课业成绩，忽视了红色旅游对思政教育的深远影

响。当学生向教师提出能否组织班集体开展红色旅游时，这

部分教师也会以经费紧张、没有时间等理由进行推脱。由此

可见，教师对于红色旅游的忽视是导致高校思政教育出现问

题的原因之一。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红色旅游资源的优势 

1.独具特色的教育价值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红色旅游资源有着独具特色的

教育价值，通过红色旅游，游客可以从多种多样的革命故事

中感受红色精神，从红色文化中了解农村当地的风土人情。

同时，游客还可以与当地农民群众开展交流，在谈话中了解

当年在这一地区的革命故事，切实感受革命精神对一代又一

代人的影响与革命文化在时代发展中的地位。从高校思政教

育的角度来看，红色旅游资源能够使思政课堂不再局限于传

统的单一教学形式，可以在丰富教学内容的同时拓宽学生的

思维。 

2.创新教育方法 

高校的思政课教师一定要意识到创新教育教学方法的

重要性，可以将教学内容与红色旅游资源相结合，以此完成

教育方法的创新。通过在拥有红色旅游资源的农村地区开展

教学活动，教师可以获得更多的启发，例如请当地的导游带

领学生学唱红色歌曲、观看红色文化表演、朗读革命诗歌等，

引导学生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最终从根本上提升高校思政

课程的教学效率。在这一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将生活实际

与思政课内容结合，教师也可以丰富思政课的教育教学形

式，创新教育方法，一举多得。 

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红色旅游资源在思政教育中

的重要意义 

1.使爱国主义教育形象化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红色旅游资源能够使爱国主义教

育更具形象化，使学生能够摆脱抽象的理论知识，以此更好

地了解爱国主义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河北省的百团大战旧

址为例，当学生来到实地开展参观活动时，高校的思政教师

就可以利用当地的红色旅游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参

观旧址以及相关的展览，学生可以切实感受革命先烈抛头颅

洒热血的爱国精神，英勇抗敌、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在潜

移默化中形成爱国意识，并树立远大的理想，愿意为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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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2.引导学生辩证地反思 

高校的思政教育要求学生应以辩证的思维看待各类事

件，也需要以辩证的态度开展反思。当前，由于和平年代的

影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习惯享受安逸，不愿奋斗。很显然，

这是不利于我国的发展的。面对这一现象，高校的思政课教

师就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红色旅游，引导学生进行辩证地反

思。以抗美援朝的旅游资源为例，除了参观博物馆外，教师

还可以要求学生品尝“冻土豆”，并将“冻土豆”与现代的

土豆美食作对比。在这一体验过程中，学生能够获得反思契

机，从而完成辩证地反思。 

3.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实践活动融合 

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实践活动融合，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理

论结合实践的能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基于此，

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到革命地区农村开展红色旅游，例如模拟

重走红军长征路，体会红军在恶劣条件下完成长征的艰辛。

通过体验革命先烈艰苦奋斗的精神，使学生直接接触并感受

祖国的发展历程，以此做到将在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当下

实际情况相结合，对自身在思政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

查漏补缺，从而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更加珍惜现代

的幸福生活。 

结束语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红色旅游资源对我国

高校的思政教育课程有着重要的意义。高校的大学生因其存

在长期在学校学习、尚未步入社会的特性，对社会现状以及

问题缺乏整体且有效的认知。通过开展红色旅游活动，大学

生能够从一系列活动中不断完善自身的观念、重塑自身的理

想信念。同时，红色旅游也可以使高校思政教师的教育观念

与工作方法得到创新，还可以有效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发

展，最终使红色旅游资源与思政教育能够做到高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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