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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人们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和需求也随
之发生改变。红色文化是党在持久革命斗争和实践中形成的宝贵财
富，其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要让红色文化生生不
息，就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将红色文化与青少年有机结合，
为红色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增强红色文化新的时代感。

1　新媒体概念及特点
1.1新媒体的概念
新媒体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去理解。狭义上来说，

新媒体可以看做是继报纸、广播、电台和楼宇广告等传统媒体
之后，随着媒体发展而衍生出的一种新型媒体形态，如互联网
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移动电视等。广义上来说，新
媒体可以看做是在各类数字和网络技术支持下，经由互联网、
宽带和无线通信网等途径，传播到手机、计算机和数字电视等
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通俗地说，新媒体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数字化时代的各种媒体形态，是媒体不断发展
变化的一种产物。

1.2新媒体的特点
1.2.1 媒体个性化突出。利用大数据，在新媒体环境下获取

用户信息，根据其使用习惯、喜好和特点等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个性
化服务。这种新媒体服务方式，可以使信息的传播者掌握不同用户
的信息而进行精准推送，保证信息准确高效，有价值的被用户接收。

1.2.2用户参与度增强。在互联网上，用户的身份可以随意
转换，根据自身需要接收和发送信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
本源，用户也可以随时对信息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最大程度
发挥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和主动性。

1.2.3表现形式多样。现如今，能同时传播图文和影音的信
息已不足为奇，不仅传播的内容多了，传播的范围也广了，人们
接受信息的能力也就大大提高了。这在优化了信息质量的同时也
享受着多感官的信息体验，让信息变得更丰满、更立体。

1.2.4信息发布实时。新媒体利用通信卫星和全球网络进行
数据传输，突破了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可以在地球上任何角落和世界相连，优化了信息的传播速度。

2　新媒体环境下红色文化在青少年群体的传播现状
青少年一般是指初中到高中毕业，国际上一般定义10-19岁

为青少年。
为了解在西安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的特点与青少年的思想特征

及新媒体使用习惯，我们以新媒体环境下的青少年为例，对西安
市一百多名大学生及部分高中生在线上发放了关于红色文化认同
感现状的调查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出一些问题。

2.1青少年对红色革命事迹及精神关注度一般
据调查显示，在“您是否经常关注红色革命事迹及精神”一

题中，有65.2%的人经常关注红色革命事迹及精神，33%的人不
经常关注，1.69%的人不关注，这反映出受调查的青少年中虽然
很大一部分经常关注红色革命事迹及精神，但了解片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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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已出现认同危机。
因此，可以利用课堂对青少年进行红色文化的宣传和讲解，

尤其是在思政课上，是青少年进行红色文化学习的绝好机会。还
可以组织青少年参加各种红色文化的体验活动，参观红色遗址或
博物馆等，要让红色文化这棵大树在青少年心中扎根生长，让红
色文化的血液在青少年心中翻涌奔腾。

2.2青少年很少关注红色革命文化的主要原因是媒体创新力
度不够

据调查显示，在“您认为现在许多青少年很少关注红色革命
文化的原因”一题中，有35%的人认为是媒体创新力度不够，26%
的人认为红色革命文化没有吸引力，25%的人认为国外思想的涌入
导致青少年偏向国外思想，还有14%的人认为国家对红色革命文
化的宣传不到位。红色文化在传播上必须寻求创新，才能提高广
大青少年的关注和青睐。

因此，大多数青少年都有接收信息的媒介，如手机，平板
等，可以利用动画，短视频等方式将红色革命文化搬上屏幕，让青少
年在潜移默化中吸收红色文化营养，从而达到提升宣传效果的作用。

2.3红色文化的学习对青少年意义重大
据调查显示，在“您认为青少年应该注重对红色文化的学习，

吸取红色文化的精髓，注重青少年的红色文化修养吗”一题中，有
77.97%的人认为非常有必要，19.49%的人认为有必要，还有2.5%
的人认为不必要。

因此，可以进行红色文化进校园的宣讲，让青少年沉浸在红
色文化学习的海洋里。还可以利用板报，宣传栏，电子屏幕和广
播电台等有机的融入红色故事或文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青
少年沐浴在红色文化的海洋里，更好地调动青少年学习红色文化
的积极性。

3　利用新媒体方式宣传红色文化策略研究
3.1 大力挖掘红色文化，不断拓宽宣传教育途径
对比其他国家来说，我们在红色文化的宣传途径太过单一，

需要增加一些新途径来影响青少年，例如，可以开发“红色文化
知识比赛”的小程序，或是小游戏，通过这种更加新颖的宣传途
径来向青少年输出红色文化，使青少年更易于接受，且会持续保
持关注，久而久之，青少年便会形成习惯，去主动关注红色文化，
也更加喜欢红色文化。

3.2创新教育新模式，红色文化进校园
如何让红色文化宣传在校园里蔚然成风？首先，学校尽可能

多的营造红色文化氛围，青少年就会潜移默化地去了解和学习红
色文化，在与他人讨论时，也起到了间接宣传的作用。也可以采
取开主题班会的形式宣传红色文化；以年级为单位举行黑板报、
红色走廊和红色文化墙建设的评比活动；利用校园广播播放红色
歌曲和故事等内容；在校报或班刊上开设红色文化专栏，发表
师生关于红色文化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搭建起一个红色文
化教学的平台，使校园内的红色文化氛围更加浓厚，学生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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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愿意了解和喜爱红色文化。
3.3建立红色教育实践基地，推进红色文化融入校外教学实践
实践基地也可以不仅局限于学校。比如像校外的红色文化教

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是不错的选择，学校可以不定期组
织学生进行参观学习，组织学生进行红色基地研学等；除此之
外，各地区也可以根据地方特色开展丰富有趣的红色文化活动，
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其中，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

3.4利用新媒体对红色文化宣传方式和内容进行创新
弘扬主旋律是宣传红色文化的重中之重，还要正视新媒体时

代用户对信息的理解和采纳，刚柔并济的进行宣传。当前红色
文化宣传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网络语言表达无力，互动性不
强的问题，因而我们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宣传内
容的把控，例如，在红色文化宣传中要有系统的观点，有机整
合网络时代各种红色资源，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通过这
种方式，让内容更加丰富，也更具有针对性。

4　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群体红色文化宣传的重要意义
新媒体环境下，利用互联网加强青少年群体对红色文化的认

知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有利于帮助青少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

但他们对红色文化的认知还比较欠缺，容易受到来自新媒体时代
多元文化的干扰和影响，错误思想也会随之产生。因此，加强
青少年对多元文化的认识，是新媒体条件下进行红色文化教育的
关键所在。

4.2有利于提高青少年辨别是非的能力
新媒体快速发展下，一方面来说，方便了人们快速地获取

信息和知识，便捷了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从另一方面来
说，正因为互联网发展太过迅速，就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一些别
有用心的人，他们利用互联网故意传播一些错误消息，青少年
因缺少辨别是非的能力，容易受到误导。通过加强红色文化的
宣传，提高青少年对主流文化的认识和辨别能力。

4.3有利于加强青少年对红色文化的认知
中外文化的差异性较大，外来文化常常带有明显的主观性，

甚至会强行“美化”一些历史和文化。与此同时，西方国家
在宣传时喜欢避重就轻，因而青少年在接收信息时就很容易会被

“牵着鼻子走”，久而久之，便会对红色文化失去兴趣，不再
关注红色文化。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新媒体的优势，重新唤起
青少年对红色文化的热情，同时纠正过往的一些错误认知，让
青少年更加自主地关注和喜欢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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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音符，每一段旋律都是有他的目的，所以演唱时一定要严
谨，多任何一个装饰音都是不应该的。《分骨肉》是一首相对
比较难演唱的作品，它的音域跨度较大，对音域的要求很高。
在演唱时，要有良好的气息控制强弱对比，有些地方的处理要
声断气不断张弛有度，这样才能达到演唱的情真意切。

首先，歌曲的前奏就是副歌部分的旋律，直接把情绪推起
来，立刻把人带入离别的悲伤情绪里。歌曲的开始，音域处于
中低声区，就奠定了整个作品哀伤的基调“一帆风雨路三千，
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所以演唱时要注意，找好中低声区的
共鸣点，声音勿浮、勿飘，而应该找好中声区的支持点。“恐
哭损残年”这一句的“恐哭”是一个五度大跳，“哭”字音
比较密集，采用了一个连续下行的音阶，仿佛是哭泣着诉说自
己的命运，“告爹娘休把儿悬念”是对爹娘的宽慰，也是对自
己的宽慰，旋律逐渐走向下行，是一种无奈的叹息。第二部分

“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旋律的律动感加强了，演唱
过程中要注意气息的流动。一直到“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
安”这前两个部分都是一种叙述，是一种对亲人的劝慰，也映
射出探春将一去不归的结局。

在左右手八度的推进后，歌曲进入高潮，这时的演唱要注
意，气息要下沉，声音要拉宽，要唱出气魄，“奴去也，莫
牵连”，是这首作品的高潮，要用嚎啕大哭的这种感情去演
唱，仿佛真的是探春在无助的呐喊。“奴去”这两个音很难
发，一个五度大跳，并且在整首作品的最高音，我们可以想一
下，在嚎啕大哭之前，第一声一定是直的，因此“奴”字在
演唱时是不可以有颤音的，而“去”字就是嚎啕大哭，情感
的宣泄，要十分清晰地延长，作曲家写这一句的目的是想表达
一个人失去了亲人，嚎啕大哭的感觉，声音要保持住力度，把
激昂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莫牵连”也是一个嚎啕大哭的
抽泣之感的一种表现。紧接着第二次的“奴去也，莫牵连”情

绪再推一次，要比上一个更加高亢，是所有的感情爆发，将全
曲的哀怨离别之情推到极致。接着用一个衬词“啊”平缓了情
绪，音高也逐渐降低，又是对自己远嫁的命运无奈的叹息，最
后“奴去也，莫牵连”回归到了中低声区结束，随着长音仿
佛乘着迎亲的船渐行渐远。三次的“奴去也”，莫牵连”运
用了重复的手法，更加重了悲哀的气氛。

整首作品的咬字大多都是归在“a n ”前鼻韵母，例如：
“ 千 ”、“ 闪 ”、“ 年 ”、“ 念 ”、“ 缘 ”、“ 安 ”、
“连”，“a n ”前鼻韵母在歌唱中是不太好咬的，所以在演唱
时要控制好气息，避免声音虚掉，尤其是中低音区。

笙歌妙乐花钿重，柳姿杏面，乘舟欲归去。盼与玉郎长相
守，三千里路信难捎。离别总是愁更多，切勿挂牵，奴怕泪
儿洒。庭院深深恐难回，只消此情共平安。探春，好一个豁
达坚强的女子，“奴去也，莫牵连”，那一刻她刚强决断。

《分骨肉》这样一首悲剧性色彩的歌曲，唱的不仅仅是探春的
悲剧，也是整个家族由盛而衰的悲剧。王立平先生准确地还原
了《红楼梦》的内涵，每一首歌曲都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有
着独特的艺术魅力，都是流传于世的经典之作。我们作为歌
者，加强演唱技巧是必不可少的，但更应该把传递作品情感作
为意图，声音只是向听众传递的媒介，所以需要对作品进行详
细的分析和研究，准确表达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内涵，这样才
能把经典传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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