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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融媒体时代传播江西红色文化共创机制
1.1融媒体发展新格局
近年来，各地融媒体建设得到快速发展，这得益于党中央

高度重视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利于其发展的方
针与政策。江西省也加速跑进“融”时代，与各媒体平台搭
建多方互联互通平台机制，实现接口对接，板块互链，串联起
了江西省各类媒体平台资源，开创联动式报道模式，在全国率
先建成省级融媒体技术平台，实现了全省媒体融合发展“一盘
棋、一张网、一体化”。

当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内容和技术双重迭
代，“通过媒介赋权和技术赋能来实现表达价值”。媒介赋权
保证了信息和价值自由充分地流通，技术赋能则以新技术为切入
点，对传媒行业运行的流程和逻辑进行改造。媒体赋权与技术
赋能的融合，不仅完成了媒介融合传播生态系统内部的整合，
也实现了融媒体传播红色文化的价值共创。

1.2红色文化的内涵
红色文化是革命先辈在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发展

形成的重要文化精神，蕴含着深厚的国家情怀、理想信念和民
族美德。具有创新性，进步性，民族性，公众性，开放性等
特质的红色文化是党中央引领全国人民走向幸福生活，坚持民族
独立，追求国家兴盛道路上产生的先进文化。同时，红色文化
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是培养国人文化自信的奠基石和铸魂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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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动力，是红色资源、红色传统、红色基因的有机统一，
在新时代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中具有重要价值，是高校重要的育
人资源。

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的物态文化层，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在进
行红色革命进程的全面景况。习主席强调，红色文化资源是我
们党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而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故土，
是江西红色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被誉为“红色热土”。江西的
红土地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等，全省各地都有
革命的古迹、旧址。红色文化是江西的名片，思考如何传播与
推介江西红色文化意义重大。

1.3江西红色文化面临的传播困境及解决策略
对于目前的江西来说，红色文化的传播面临着重重困境：

红色资源维护困难，人民保护意识不足；传播环境复杂多元，
江西红色文化传播遭受各种文化传播的冲击；现有的红色文化传
播内容版面策划风格固化单一，难以推陈出新，且内容同质性
强，竞争异常激烈。且融媒体中心急需大批专业人才；当前的
传播内容与模式过于单一，无法满足庞大用户群的个性化需求。
因此，针对各个问题制定出有效的策略，来解决当前红色文化
传播面临的多重困境是当务之急。

想要解决红色资源保护困难问题，就要深入了解红色资源，
对其进行统计整理，做好分类归档的工作，建设红色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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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与此同时，不仅要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保护规划，将
各类游客的视线吸引至红色旅游资源上，以达到红色文化传播的
目的；也应依托互联网新技术，如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轻传
播平台，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为大众提供红色文
化感受。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江西红色”的品牌意识，打
造以红色文化为核心的品牌，加深受众对江西红色文化的理解，
为红色文化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为增强传播效果，技术人员
在实践过程中要将受众对象放于主体位置，不仅要及时了解受众
群体各方面变化，也要多关注信息上的反馈和互动。不仅如
此，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功能对网络舆论时刻进行监控，占据话
语权的主导地位，警惕传播途中的“画外音，正确引导舆论。

2  多模态整合与传播江西红色文化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江西红色文化的传播逐渐滞

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江西红色文化的内涵也知之甚
少。因此，传播江西红色文化要结合多种传播技术与手段，采
用多模态的方式，将文本、图像、视频等多种模态的信息进行
整合，形成一个新的传播布局，实现多频共振，提升新时代江
西红色文化传播的辐射作用。

2.1多模态传播江西红色文化的原因
2.1.1江西红色文化的价值
江西红色文化具有经济、文化、历史和教育价值，对于江

西红色旅游业的发展、红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的研
究以及思想品德的培育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如井冈
山依托红色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做旺旅游人气，变

“门票经济”为产业经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2.1.2江西红色文化资源逐渐流失
江西红色文化遗址较多，但多分布在较偏远地区，开发管

理的难度较大，且涉及的区域广，在开发、保护的过程中涉及产
权收购和搬迁安置的问题，使得一些红色文化资源被破坏乃至消
失。例如一些分布在乡村的红色文化旧址和纪念物并不被当地人
重视，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这些旧址和纪念物难免会遭到破坏。

2.2江西红色文化的多模态传播
多模态传播是指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

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综合模态，其将语言模态延伸到视觉模态、
听觉模态、动作模态、情感模态等多模态，能将信息更好地解释
与传递出来。

2.2.1江西红色文化内容风格上的多模态特征
江西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近年来，江西依托各地红色文

化资源的优势，在政策的支持下，采用多种形式，创新传播方式，
创造了许多不同风格的红色文化作品。著名的红色著作有《兴国
革命斗争史》《好作风故事集》《铁骨忠魂》《开国将军传奇》《将
军璀璨》《模范兴国》等；红色舞台剧包括《八子参军》《一个人
的长征》《支部建在连上》等；还有《那时花开》《红色摇篮》《浴
血坚持》等20多部红色影视剧。这些红色文化作品既放映了文化
表现形式的不断创新，同时也融入了时代精神，成了传承红色文
化的纽带。

2.2.2江西红色文化多模态传播方式
首先，要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模态融合。新旧媒体各具有

独特的优点，传统媒体仍让是新闻传播的主流，因此新闻传播的
影响程度强于新媒体，而新媒体占据了新闻发布更新及时性的高
地，更新信息更加快捷。在传播江西红色文化时，要利用好两者
的优点，在传播平台方面不仅重视传统媒体的建设，也重视新媒
体的利用，还不断建设新的传播平台。

其次，要利用好江西红色文化资源，将其多模态呈现。江西
红色文化的表现形式正在不断创新。在表现形式上，江西红色
文化的形式不再局限于文字的记载和遗址的呈现，还有舞剧表

演、红色影视、直播讲解以及红色著作等多种形式。
最后，要发挥科学技术在多模态传播红色文化的作用。在

大数据和“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下，人文学科创新进步与自
然科学紧密相连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配备了全息影像的八一起义战斗沙盘，并设置了多媒体互动魔
墙，观众可以直接在互动魔墙的党史和军史查询系统上查阅相关
信息。在贺龙指挥部旧址，江西省专门设置了《攻打敌军指挥
部》VR 多媒体场景，九十年后现代化的新技术又让这段历史更
加鲜活。

3  传播江西红色文化，助推江西乡村振兴
江西省作为红色革命的摇篮之一，拥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物

质资源，例如：井冈山革命旧址、湘赣边秋收起义旧址、寻
乌革命烈士陵园、庐山会议旧址等，与此同时，这些红色文化
物质资源多分布于江西省的农村地区。而农村地区作为脱贫攻坚
战的主要阵地，是乡村振兴的一大关键。当前，我国虽已经宣
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部分乡村地区仍就存在返贫现象。由
此，充分挖掘红色文化中的物质资源，将物质资源转化为助推
乡村产业振兴的一大持续动力，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

3.1江西红色文化传播助力乡村振兴的价值
红色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蕴含着巨大的价

值，而红色文化对于乡村振兴具有推动的作用，究其原因，是
红色文化的经济价值。红色文化作为先进的思想文化，具有推
动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步的作用，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泉。当今，红色文化对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具有正向引
导作用，对助力脱贫攻坚和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具有重要的经济社
会价值。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将红色文化中的
物质资源充分的开发及利用已成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个重要
的经济增长点。

3.2红色文化资源融入乡村振兴建设的实践路径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对民众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

击，如今正是需要红色文化启迪的时候。而在江西省广大的农
村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红色文化物质资源，这些资源则成为了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旅游资源，将红色文化资源与农村天然
存在的绿色资源相结合，打造生态旅游的方式，发展成为红色文
化及其相关产业，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同时改变农民的发展思想，
提升农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以此来稳固脱贫攻坚的成果。

而红色文化资源想要产生经济效应，就必须转化为能够成为
大众消费的红色文化产品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红色文化产业，
根据红色文化资源的稀缺属性，了解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的特点及
优势，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旅游。

4  结语
江西是中国红色文化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自十八大以来，

江西大力推进江西红色文化的传播，不断地拓展以红色文化为主
的旅游产业，在推动地方经济建设和发展、帮助红色革命老区精
准扶贫、红色文化“走出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因此，了解
江西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近况，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体系
至关重要。在融媒体背景下，红色文化要适应全球化发展需要，有
机融合科技发展优势，实现其传播价值。

参考文献：
[1]邹波.新媒体时代下江西红色文化传播实践探索[J].传媒,

2018,0(6):79-81.
[2]彭凤英.新媒介背景下湖湘文化的多模态传播研究[J].出

版广角,2021(4):80-82.
[3]李青青.江西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以井冈山为例[J].海外文摘·学术,2019,0(3):0027-0029.


	教育教学22年12期 电子清样（终审版）_69.pdf
	教育教学22年12期 电子清样（终审版）_7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