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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d gene is the gene code that has been flowing in the bloo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a high embodiment of the political ideals and practical needs of 

Communist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 revolutionary and advanced natu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education, and shoulder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Based on CAS theory with red gene 

as the core, in the form of flow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university growth, to colleg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s the coordinate, the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multiple education main body, multiple education 

field nonlinear fusion as the basis, in the road of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to form a benign development of red culture 

education ecosystem.From the sam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education and interactive education examine the red gene 

as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cosystem. From the CAS theor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cosystem has two basic ecosystems, namely "Self-education ecosystem" and "humanistic education 

eco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se two basic ecosystems, the educational norms of "mutual education ecosystem" have 

emerged.Based on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and the perspective of self-education, education and mutual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concept convergence, field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ystem homogenization, 

so as to better explore the value of red gene in universities and promote universities to complet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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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红色基因是一直流淌在中国共产党血液中的基因密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共产党人政治理

想、现实需求的高度体现，具有革命性、先进性等特征。高校是育人的前沿阵地，担当着立德树人的总要求。

基于 CAS 理论以红色基因为核心，以流的形式贯穿于大学成长的全过程，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坐标，以大学生

的需求为基点，以多个育人主体相互聚集，多个育人场域非线性融合为基础，在培养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道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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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红色文化育人生态圈。从育己、育人和互育同等视角审视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生态圈的建构逻辑，从 CAS 理论出发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圈共有两个基本生态圈即“育己生态圈”、

“育人生态圈”，以及基于两个基本生态圈下涌现出来的“互育生态圈”的育人规范。立足于新时代的育人体

系以及育己、育人和互育角度出发，从理念同向、场域共建以及系统同构三大层面入手，从而更好地挖掘红色

基因在高校的价值，推动高校完成育人的根本任务。 

关键词：红色基因；CAS 理论；高校；生态圈 

 

1. CAS 理论下红色基因融入思政教育形成“生

态圈”的内涵探赜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基础上，带领全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的

实践中总结凝练出来的“文化基因”，一直流淌在中

国共产党血液中，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开拓进取，

艰苦卓绝奋斗的文化解释密码，高度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的初心使命、政治理想、现实需求、优良作风等，

具有革命性、先进性等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1]
学生在大学生涯是青年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

需要高校担负起相应的培养责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当前高校已经形成诸多措施

来继承和弘扬红色基因，但这些措施并不能够深入地

去挖掘红色基因的价值。CAS 理论的 3 种机制（标记、

内部模型和积木）与 4 个特性（聚集、非线性、流和

多样性），这些洞见为研究学科的复杂性如何涌现和

适应设定了一个新路标。红色基因融入高校的思想政

治教育涉及多主体、多场域、多层次，用 CAS 理论进

行分析和挖掘其深层价值，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有

机结合，构建生态圈模式，有助于让在高校更好地培

育大学生。 

1.1. CAS 理论的基本概述 

CAS 理论的 3 种机制（标记、内部模型和积木）

与 4 个特性（聚集、非线性、流和多样性）的具体含

义：（1）、聚集：在一定条件下，主体在双方的接受

和相互作用下而相互聚集，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会取得

新的发展，主体间相互适应，并涌现出复杂行为，形

成一个新的聚集体。这是 CAS 理论中最基本的特性。

（2）、非线性：在 CAS 中所有的主体和场域都不是

按照简单的数学线性相加相乘规律，而是非线性的，

打破传统的线性规律，并随之产生更大的复杂性。（3）、

流：在 CAS 中，各主体和场域中会有能量的流动，这

种流动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在各场域各主体之间的

经验积累而产生适应性，具有乘数效应和再循环效应。

（4）、多样性：在 CAS 中，多样性通常具有持存性和

协调性，主体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独特的性质，

并在演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提升自己。（5）、标记：

在 CAS 中标记是普遍存在的机制。标记在主体相互作

用时能够提供相互选择，区分主体之间的差异。（6）、

内部模型：在CAS中每个主体内部都存在着复杂机制，

有显性和隐性之分，能对行为结果进行有效的预知。

（7）、积木：复杂系统是由积木所搭建而成，每一层

积木的搭建都能为下一层积木提供基础，促进新系统

的涌现。 

1.2. CAS 理论与生态圈的契合 

教育生态学是认识和掌握红色基因融入思政教

育构建生态圈的内涵意蕴关键和重要依据。古人在教

育生态学上，已经有很长远的研究历史以及古人的独

特见解。从“性相近，习相远也”到“孟母三迁”等，

这些无疑都表现出周围各种环境因素对育人主体心

理、生理等因素的影响。这无疑具备生态学上的一些

观点，但由于思想观念等条件的限制，古人无法研究

出更加科学的教育生态圈，让育人主体得到全面性的

发展。而与过往的理论观点不同，马克思从现实的人

出发，提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
[2]
, 并且“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

提的”
[3]
。马克思用“现实的人”在教育中取得现实

的精神需要，并在现实中与其他主体之间产生精神的

碰撞、聚集而获得自己的精神上发展，强调在与他人

的交互和现实的实践过程。马克思的教育观念给新时

代高校思想教育指向了明确方向，更适用于当前教育

的三全育人体系的实施过程，要厚植于深厚的社会精

神土壤和主体支撑，根植于育人主体的现实需要，着

眼于教育的多样性发展，在教育过程中处理好主体之

间的关系，构建教育的生态圈，实现知识谱系的传导。

而当下，社会精神土壤无疑就是基于灿烂的红色基因

形成的精神体系。 

在近代，教育生态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源于

对人的行为活动的生态研究。代表性较强的是克雷明

提出的观点，他认为：“教育是通过周密的、系统的

和持久的努力来传播或激发知识、态度、价值、技术

和情感的过程。”
[4]
他将教育类比于一个生态系统，

这个系统是复杂、有机、统一的系统，知识在这其中

充当着能量在主体之间不断传递着，主体在传递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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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不断获得知识、价值、技术，甚至是价值观、世

界观以及人生观的改善和提升，这也是知识在传递中

的结果。需要用整体、联系的眼光看待问题，每一种

教育上出现的情况都会对其他主体教育行为产生影

响，是密切不可分开的。无论是包括学校、教育机构

还是教师、学生家长、行政人员等育人主体在内，都

应该关注其行为举止，这都会对育人对象产生影响。

而另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是阿什比的高等教育生态

学研究。阿什比针对大学的遗传性质提出：“为了生

存，一所机构要满足两个条件：必须足够稳定地保持

它得以产生的理念，必须有足够的行动同支撑它的社

会保持联系。”
[5]
他认为所有生物都以适应生存为基

础，而作为培育人的机构，也需要适应生存，而大学

要适应生存，就必须要与社会保持联系，与社会其他

主体相互作用，共同培育大学生，为社会服务。大学

生是高校的主体，大学需要适应社会发展，大学生则

需要适应大学的环境，这种环境特性就要求大学生必

须具备足够的行为去不断适应这个大学环境，需要具

备一定的适应性。 

综合分析，基于教育生态学构建的教育生态圈具

有复杂性、适应性、多样性等特征，在教育生态系统

的能量传导中，知识的精神体系是无时无刻存在着，

以及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时刻进行着。呈现出来的

基本特性与 CAS 理论不谋而合。CAS 的核心观点认为

“适应性造就复杂性。”
[6]
即主体在适应周围复杂环

境时，与其周围其他主体进行碰撞、相互作用，在这

个持续开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学习或进行经验的累

积，并依据所学改变做出相应的改变。主体在主动性

指引下，促使它与内外环境进行反复交互作用，从而

涌现新层次，促进系统的演变。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

日常思政教育体系构建思政教育的生态圈，基本特征

上符合 CAS 理论所缔造的系统模式，与 CAS 理论的七

个概念高度契合。利用 CAS 理论视角分析，旨在有效

提升对红色基因融入高校大学生日常思政工作的认

识，为系统内思政教育生态圈的形成、构建提供理论

指导。 

1.3. 构建“生态圈”的基本条件 

基于以上 CAS 理论以及生态圈的特征，结合红色

基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我们可以将

高校红色基因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构建生态圈的定义

为：以红色基因为核心，以流的形式贯穿于大学生成

长的全过程，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坐标，以大学生的

需求为基点，以多个育人主体相互聚集，多个育人场

域非线性融合为基础，在培养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道路

中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红色文化育人生态圈。构建出

这个生态圈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红色基因能够在

各主体、各场域之间自由地流动。要达到大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由外在的推动作用转为自主地去摸

索，就需要让红色基因在大学生主体之间相互地涌流，

在红色基因中汲取养分，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实践

真理中获得取得科学、知识的经验方法。并且能够在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圈中不停歇地进行再循环，在一个

整体中发挥着乘数效应，取得更好的影响效果。二是

理念同向引领下的育己生态圈。用共同的理念来引领

各育人主体，育人主体趋于同一目标，使之发生聚集

效应，形成一个聚集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圈

得以生成与发展的基础因素。这种共同的理念从根本

上说就是用红色基因来维系，坚定对红色基因的认同，

提供一个强大的内生动力。这种动力能够超越原本狭

隘的单一主体意识，获得一个系统化的生态联合。三

是场域共建引领下的育人生态圈。高校的育人行为主

要在不同场域进行，不同场域之间有不同的育人效果。

在这些不同场域之间融入相应的红色基因元素，其最

终的融合会产生非线性的结果，其育人效应将会被放

大放宽，使红色基因在高校政治教育的生态圈中不断

强化，发挥流的乘数效应。 

2. 基于 CAS 理论下高校红色基因育人生态圈

的建构逻辑 

多主体、多要素是教育生态系统的最基本特征。

因此，要将红色基因更好地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就需要

从单一维度向多维度融合发展转变，构建主体融合、

场域延展、功能重构的三个同核心圈层的生态圈。从

CAS 理论多种理论指导下和价值涌现的角度出发，分

析各维度的理论价值及逻辑关系，从中梳理高校红色

文化育人生态圈建构逻辑与时代走向。 

2.1. 发生逻辑：以建构育己红色基因生态圈
为基础，凝聚主体共识 

CAS 在适应环境过程中会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种

极为复杂的机制。正如生态系统中的主体或环境在受

到刺激和调节时，能够合理地调整其内部结构，以指

导开展行动、预知未来的平衡规律。高校中育人主体

也是如此，为了适应生存环境，与环境和其他学科的

互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交互，不断地交流信息、学

习或积累经验，以改变其结构和规律功能，使主体形

成与这个聚集体要求一致的思想意识，并自觉遵守当

中的价值观念。在高校内部由于育人主体间的育人理

念，工作的重点，以及对待事情的处理方式均存在着

差异，不同的差异难免导致出现矛盾和冲突，常常体

现为人心不齐，合作效率低下，从而影响和削弱育人

效果。为了让红色基因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因通过各类育人主体聚集，优势互补，打破各主

体思想交流的壁垒，从而打造红色文化育人生态圈基

础。 

把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己生态圈

作为第一圈层，挖掘和发现各主体间共同意识，促进

各主体间思想价值同向，实现主体观念协调是建构高

校“红色基因育人生态圈”的重要基础。将 CAS 作为

理论支撑从根本上把握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日常思

政教育的内在机理，在适应性主体的交互作用下，结

合聚集性，通过充分挖掘各主体的基本特性及内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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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一步打破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壁垒，在整体

的育人系统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各类育人主体

聚集，形成更高层次的育人系统，从而达到“育己”

价值。红色基因体现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为

人民服务”“报效国家”“廉洁自律”“忠于职守”

等优秀品质
[7]
，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所

以高校在教育过程中要注重红色基因的丰富内涵对

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宝贵的引导作用。从而营造优良

的红色文化教育环境，挖掘红色资源对高校“三全育

人”具有现实指导、方向引领等重要意义。 

2.2. 发展逻辑：以建构育人红色基因生态圈
为巩固，延展育人空间 

在育人生态圈中，各主体间的交往是能达到相互

作用的动态联系，个体间的思想交流融合会在同一圈

层中得以实现，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实践中，可以获得

精神世界的充盈。因此，建构一个适合各主体间互动

的新圈层，有利于各主体在成长过程中生发对内外环

境的归属感。同时，各主体会在这种环境熏陶中自觉

汲取红色基因的营养。随着时代发展，大学生生活场

域越来越呈现出立体化特征，既包括大学生校园以社

团、班级、宿舍、食堂为场域的集体生活空间，也包

括网络平台的社区群体交流虚拟空间。要围绕红色基

因“流”的涌动，将红色基因融于大学生线上、线下

多场域，结合 CAS 非线性发挥学生生活场域各种思政

资源的联动效应，让红色基因在主体间、场域间流动，

进一步拓宽育人场地，把各种育人力量资源汇聚推送

到学生需求的最近点，使高校与家庭、社会相接壤，

建立在多个场域下满足学生的成长，培育学生施展个

人才能、发挥个人价值、提高生存意义。 

在现实的发展形成过程中，为了实现主体之间的

特殊性，主体聚集形成的聚集体的认同，不同主体之

间的统一，高校的生态圈教育必须要构建起多场域、

多层次、多样化的红色基因氛围，使之打破传统的线

性规律，实现价值关联、良性发展。在 CAS 理论融入

高校大学生生活空间中，应由教师育人队伍引领部分

学生群体构建起班级、社团、党团等不同的“小场域”，

这些场域影响着大学生发展的外部环境。每个场域因

组织性质、人员构成、围绕主题不同，红色基因在各

个场域的特征也就不同，即为每个大学生提供了新的

成长可能，又为个体提供了发展的限制。通过育人场

域融合，能够让红色基因在各个场域之间“流动”，

在每个场域之间产生再循环效应，大学生周而复始地

接受红色基因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在“流”的涌动

下，通过非线性的相互反应，相互适应，各“小场域”

之间可以形成新的协同和联动效应，聚集形成一个

“大场域”。“大场域”具备各个“小场域”的特性，

同时又涌现出“小场域”所不具备的红色基因特性。

大学生在这个“大场域”中，不仅可以充分占有、利

用和吸收各个“小场域”内红色基因的不同特点，还

可以在整个“大场域”中获得新的生长与积累，从而

实现自己的新发展。高校可以改变过去由院系分散到

单位建立教育实习基地的局面，建立具有鲜明特色的

教育场域，进一步拓宽育人场地，使育人场域多样化，

让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红色基因，接受红色基因

的陶冶，与知识学习相随，与价值培育相行，实现两

者的有机统一。把高校的培养目标，校训，校规等润

物细无声地内化为学子的道德情操，发挥成风化俗的

作用，实现“育人”价值，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红色基因的整合。 

2.3. 涌现逻辑：以建构互育红色基因生态圈
为动力，激活互育系统 

在互育生态圈中主要是全员参与、全过程衔接、

全方位覆盖，把握主体的育人统一性，促进成员良性

交互，满足师生共同的利益需求、德育信仰和价值认

同，与大学生的成长相伴相随，形影不离。在这个过

程中每一个主体都有自身独特特性但也有共同点，在

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教育过程中要注重结合主体

的独特性与普遍性。这就要求在互育阶段，在建设好

育己生态圈和育人生态圈的基础上将红色基因进行

多方面的整合，在教学中通过师生主体之间的双向互

动体现红色文化资源的育己、育人作用，从而最大程

度地发挥红色基因在育己、育人的正面意义与现实意

义。 

高校红色基因育人生态圈以互育价值为建构动

力点，借由各主体与内外环境进一步融合的育人实践

开启高校红色基因育人价值实现，建构第三育人圈层。

一方面，为了帮助学生提高理性思维，培养道德修养，

从而实现红色基因主观世界的建构。另一方面，为了

促进多学科、多场域的互动，与德育相结合，营造红

色基因育人氛围，生成稳定的、崭新的连接纽带，实

现主体与环境良性互动，涌现新的育人系统。新时期，

高校的育人场域更加宽广，不局限限于校内的课堂之

中，已经走出了校园的封闭空间，走进了一个广泛开

放的生活世界。当前发展背景下，育人各主体的数量

扩大，育人内外环境的延展，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这一复杂场域，面临着更大的发展困难和现

实困难。需要着重把握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

复杂性，在主体上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发力、多方人员

合力育人，在空间上实现各场域全面覆盖，各种复杂

元素的糅合，能有效推动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日常思政

教育的涌现，让思政教育朝特定的方向发展。把握学

生成长规律以及高校思政教学规律，提高育人主体水

平、延伸育人空间，从而达到“互育”效果，实现红

色基因“滴灌”式传承，将红色基因的思政元素有机

地融入教学、管理、服务、实践、文化等各个方面，

有效提升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的建设，提高思政教育

的有效性。 

3. 基于 CAS 理论下高校红色基因育人生态圈

的建构路径 

从红色文化育人生态圈的角度出发，着眼于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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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途径，基于

CAS 理论指导下，以建构红色文化育人生态圈的理想

形态为突破口和重要参照，从理念同向、场域共建以

及系统同构三大层面入手，探究将高校红色文化育人

生态圈从理论推向实践的具体途径。  

3.1. 理念同向：育己主体聚集，为高校红色基
因育人生态圈铸魂 

在 CAS 中，当主体在适应环境过程中会逐步建立

起来的一种极为复杂的机制。正如生态系统中，当系

统受到适应性反应的刺激时，个体或环境可以合理地

调整其内部结构，以指导系统开展行动、预知未来的

平衡规律。在高校内部由于不同的职责分工以及不同

岗位上具有思想、行为特征的多种主体。主体间的育

人理念，工作的重点，以及对待事情的处理方式均存

在着差异，不同的差异难免导致出现矛盾和冲突，常

常体现为人心不齐，合作效率低下，从而影响和削弱

育人效果。加强红色基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整合，

从 CAS 理论和实践经验看，需要将不同文化价值观

加以整合，因为凝聚各主体间共同的目标使命和兴趣

志向是建构育己红色文化生态圈的前提要义，而主体

间共同的价值观念是构成和维系各主体间凝聚力的

精神纽带，正是个体间的相互联系让同一圈层的成员

产生对所处生态环境中的身份认同感，形成了对高校

红色文化育人的整体关照，育人主体的汇聚与联合，

能使得简单的个体能量相加突破转变为整体凝集的

育人力量。高校育人功能丰富、组织架构复杂、教职

人员角色多变、学生成长需求多元，要将红色基因真

正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并且实现大学生自我驱动学习

成效，亟需促进育己主体聚集，促进教育理念同向而

行。使各主体间能够真正了解学习红色文化价值，投

入到教育实践中，提高培训教学质量。 

3.2. 场域同建：内外环境适应，为高校红色基
因育人生态圈加固 

在 CAS 理论视角下，红色基因具有环境场域育人

价值，促进场域环境融合育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

指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8]
目前，学

生成长处于多维度立体空间之中，需要充分考虑育人

场域的复杂性，多方面拓展育人空间。育人多场域的

建构，需要内外环境相互适应。外环境是校园文化环

境的外在表现载体，这些载体包括校园的一草一花一

木，一室一厅一栏，以及校徽校旗等。这些都是看得

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外在环境。将这些红色元素

融入到校园物质文化中，发挥大学生的价值熏陶作用。

精神文化环境是校园内环境，是校园文化环境的内在

核心与校园灵魂。是校园精神面貌的重要体现。这就

要要求我们线下需围绕学生现实生活场景，因地制宜

打造全方位、立体式、浸润式的育人时空。线上需发

挥网络社区作用，利用各大网络平台对大学生的价值

引领，实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课堂内外综合融通的

全域性育人景象。具体需要：第一，利用团日活动、

雷锋活动等红色形式将红色文化的影响力与推广力

深深体现在高校学生生活中；第二，利用“互联网+”

的思想，利用抖音、微信公众号发布具有吸引力、关

注力同时具有正能量的作品，与校内思政工作相配合

进行微环境融入。第三，需要在教学中结合 CAS 理论

中的“适应性群体”方法论与学生进行有效互动，对

不同情况的学生采取多种方式的培养，利用矛盾的特

殊性与普遍性在学习中因材施教。内外环境的相互嵌

套使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发挥促进学生思想政治觉悟

提高作用。 

3.3. 系统同构：价值系统涌现，为高校红色基
因育人生态圈注力 

育人内部模型的演化实质上是一个具有强大内

部动力的互育生态圈。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基于CAS理论指导下作为一种流的贯通能为

各主体与各场域能提供了紧密联结的精神纽带，并获

得具有超越界限的有机融合，具有推动高校育人体系

由单一的单向机械运转向有机统一的生态圈运转模

式转变，实现育人体系的质变升华。优化红色基因融

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方式，为高校育人生态

系统注入最基本最深层的力量，并使之成为社会大育

人系统的重要一环。高校育人生态系统并不是单一的

系统，而是有明确的育人目标和正确的价值理念的嵌

入，是由若干个元素构成，遵循特定的规律运转，与

社会育人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与社会育人体系

形成有机关联。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适应性主体群

体性交往的集体教育力量，打造集红色基因传承、日

常思政、师生互动、争先创优、党团共建、生活服务

多功能一体的红色基因传承生态圈。生态圈的嵌入使

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政教育成为长效机制，在

这个生态圈中任何个体都能够根据自身情况与周围

人和环境产生联系。红色文化作为这个生态圈的“能

量”在这个生态圈里面不断地流动，形成多元主体共

聚，多重场域共存，多种方式共用的立体化育人有机

体，帮助高校个体内化和认同红色基因。这种育人模

式不仅是为了帮助大学生完成个体发展的探索，自我

主观世界的内部系统的建构，在红色基因中汲取养分，

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更是依据大学生在不同阶段的

成长需要以及教学资源分布的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提

供给每个大学生多姿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开发出个

体的个性特征，包罗大学生的普遍性，促进大学生的

全面发展。通过红色基因实践活动和行动，促进主体

之间的相互连接，相互作用，使主体沉浸在红色基因

中，从被动地接受红色基因，自在的发展转变为主动

地吸收红色基因，自知自觉地采取实际行动去改变，

以一种科学有效的方式，快速地提升自我，实现质的

飞跃性发展。这是一个具有聚集性、协同性、复杂性、

适应性、并能发挥预期功能的育人制度体系，它遵循

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大学生成长成才

规律，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时俱进高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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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供给、话语体系与教育方式，及时

反馈评价、总结经验、修正完善，使高校红色基因育

人工作不断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4. 结语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

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因此构建

CAS 理论视角下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

了新时期的必然要求。在教学中结合CAS理论中的“适

应性群体”方法与学生进行有效互动，对不同情况的

学生采取多种方式的培养，利用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

性在学习中因材施教，使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促进学生思想政治觉悟提高。而构建育人、

育己、互育生态圈则是梳理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建构逻

辑与时代走向的核心，也是实现红色基因育人的关键

点和难点。把握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复杂性，

在主体上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发力、多方人员合力育人，

在空间上实现各场域全面覆盖，各种复杂元素糅合，

能有效推动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日常思政教育的涌现，

让思政教育朝特定的方向发展。基于本文 CAS 理论分

析，高校可以改变过去由院系分散到单位建立教育实

习基地的局面，让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场域，进一步

拓宽育人场地，使育人场域多样化让大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感受红色基因，接受红色基因的陶冶，与知识学

习相随，与价值培育相行，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把

高校的培养目标，校训，校规等润物细无声地内化为

学子的道德情操，发挥成风化俗的作用，实现“育人”

价值，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红色基因的整合。

高校在教学实践基础上，从理念同向、场域共建以及

系统同构三大层面入手，将更加有效地探究高校红色

文化育人生态圈从理论推向实践的具体途径，构建行

之有效的高校红色基因育人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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