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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常州大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

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挖掘体现区域特色的红色育人资源，以“红色融

入·铸魂育人”为主线，把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把红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用红色文化铸牢立德树人之魂。

红色资源助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课堂教学有温度。让地方红色资源成为思想政治

理论课量身定制的鲜活“教材”，是学校近年来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重要内容。全体

校领导及学院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走上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台，带头宣讲党史上的重大事件、

伟大精神、先进人物已成为学校制度化、常态化工作。同时，学校还邀请学术专家、道德模

范、革命后代、历史亲历者等走进课堂，通过在线教学、情境教学、访谈教学、现场教学等创

新教学形式，形成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教师

讲授与学生参与的“四个结合”，打造具有校本特色的育人模式。

红色元素融入校园文化，实践活动受欢迎。学校把红色文化作为办学特色之一，先后创

立了常州大学近现代史与红色文化研究院、红色文化主题教育馆、红色文化大数据库等一

批校级红色文化教育与实践平台。学校在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定期开启“红

色五月铸魂育人”主题教育活动，通过红色电影进校园、纪念馆馆长讲爱国主义主题教育

课、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展、红色文化学术育人沙龙、红色经典诵读、红色故事微视频展播

等，让全校学生共享“红色文化大餐”。

红色文化赋能立德树人，红色基因融血脉。学校推进成立革命文物资源馆校合作联盟，

联合举办“常州三杰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诞辰日”研讨会，打造大型

原创红色音乐剧《白云溪上》，参与主演常州市首部大型原创沉浸式话剧《织梦运河》⋯⋯多

年来，常州大学坚持将红色文化融入立德树人工作，坚持用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红

色文化，引导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传统、赓续红色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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