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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吴越、于广莹（20 2 1）指出，大数据时代红色文化传承

存在诸多困境，红色文化传承主体意识不强烈，对于红色文化
缺乏全面认知，缺乏红色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对红色文化传承
的知识结构比较碎片化，缺乏对红色文化的真实体验，因此，
在大数据时代需要传承主体优化红色文化知识结构，提升对红色
文化的学习力，增长红色传承的能力[1 ]。李源针（20 1 9）认
为，大数据时代传承红色文化能够巩固意识形态，建立文化自信，
助推文化产业发展。大数据时代下要运用数字化技术、新媒体
技术，加强红色文化的调研、保护和研究、展示和传播[2]。孙
佳丽、朱旭松、申智勇（2 0 1 9）提出，大数据时代红色文化
传播要与大数据相互融合，使红色文化焕发新活力，用新颖的
传播方式高效地传播红色文化[3 ]。杨明珠（20 2 1）指出，要
融合新媒体，打造红色文化品牌，通过客户端、H5 等多种媒体
形式讲述红色故事，弘扬红色文化，激发民众学习红色文化的
情怀、历史使命感与政治责任感，提升红色文化传播价值和影
响力[4]。已有的文献对红色文化的传承价值、红色文化传播渠
道、红色文化传播策略、红色文化传播对策等进行了研究，但
是已有的研究比较笼统，本文在参考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研究
大数据时代下红色文化精神传承的路径。

1　大数据时代下红色文化精神传承的现状
大数据时代下，红色文化精神传承的载体与方式更加数字

化，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红色文化精神传承中建立了更多的数
字化资源与新媒体平台，实现了数字化资源日益丰富，新媒体平
台更加多样，红色文化传播效度更大了。

1.1数字化资源日益丰富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促进红色文化精神的传承，各地

纷纷运用数字化技术和媒体技术(比如图像技术、SD影响技术、VR
网络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红色文化精神传承拥有了
更多的数字化资源，建立了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库、红色文化影
视作品、红色文化资源文学作品等[5]。

1.2新媒体平台更加多样
大数据时代，红色文化精神传承已经具有大量的新媒体平

台。建立媒介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主要以新媒体平
台为主，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微信等进行红色文化精神的
传播，红色精神文化传声的新媒体平台很多了，推动了红色文
化精神传承的良性。

1.3红色文化传播效度大
大数据时代下，红色文化资源经过数字化处理后，将红色

展馆、红色文化遗址、红色旅游、红色故事等通过大数据技术
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增强红色文化精神的个性化特征，促进了

大数据时代下红色文化精神传承的路径研究

杜苗果
西安培华学院，中国·陕西　西安　710125

【摘　要】大数据时代要加强红色精神传承，不仅引领当代人的精神，而且有助于巩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主导权，助力国人能够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但是大数据时代红色精神传承面临诸多挑战，大数据时代需要创新红色文化精神传承的理念，建立全新的红
色文化精神传承的平台，促进红色文化精神传承。本文首先分析大数据时代下红色文化精神传承的现状，然后对大数据时代下红色
文化精神传承的挑战与价值，最后尝试分析大数据时代下红色文化精神传承的路径。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红色文化；红色精神；精神传承
【基金项目】本文属于2021年度西安培华学院关于庆祝建党100周年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大数据时代下红色文化

精神传承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PHDJY2115。

红色文化精神个性化、精准化的传承，当前红色文化传播效
度大。

2　大数据时代下红色文化精神传承的挑战
在大数据时代下，红色文化精神传承的挑战诸多。大数据

时代下的红色文化精神受众认知局限，社会民众对红色文化精神
的社会认同低，大数据时代下红色文化精神的真实在场感受较弱。

2.1大数据时代下的红色文化精神受众认知局限
红色文化精神传承虽然具有很强的时代现实意义，但是当今

不少红色文化的受众缺乏对于红色文化精神的认知，缺乏对于红
色文化精神的经历，从而对红色文化缺乏传承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难以真正提升大数据时代下的红色文化精神传承实效。

2.2大数据时代下的红色文化精神的社会认同低
大数据时代下，信息量巨大，信息传播速度和效率很快。

社会主体面向巨大的信息，有所迷失，对于巨大的信息丧失识别
能力，比较盲从，在主观世界容易被其他的信息迷惑，对红色文
化精神的社会认同较低。

2.3大数据时代下红色文化精神的真实在场感受较弱
大数据时代下，红色文化的传播日益数字化，但是红色文

化精神传播的知识更加碎片化，红色文化传播的周期短、传播形
式单一化，红色文化在现实世界缺乏根基，不少民众缺乏对红色
文化精神的真实在场感受，会觉得红色文化知识性、政治性强，红
色文化精神传承的影响力有所削弱。

3　大数据时代下红色文化精神传承的价值
在大数据时代下，要加强红色文化精神传承，提高社会民

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塑造新时代的优秀精神与文化，构建全民学
习红色文化精神的学习型社会。

3.1提高社会民众的思想政治觉悟
在大数据时代，社会民众要形成一种自动、自觉、自律的

意识，能够主动学习红色文化，领悟红色文化精神，不断的提升
和发展，增强自己对于红色文化的完整认知，完善大数据时代下
社会民众的思维认知结构，提高社会民众的思想政治觉悟[6]。

3.2塑造新时代的优秀精神与文化
在大数据时代，各种网络信息充斥，影响当代人的思维方

式，因此，在大数据时代，要重视红色文化精神传承，塑造
新时代的优秀精神与文化，重视红色文化精神的传播，注重正
向价值观的培育，让新时代的优秀精神与文化完善社会主体的认
知，建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拥有良好的行为素养，能够激发内
心的正能量。

3.3构建全民学习红色文化精神的学习型社会
在大数据时代，加大投入建设红色文化资源，盘活红色文

化资源，丰富红色文化资源活动载体，塑造红色文化品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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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学习型企业、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社区、学习型街道、学
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全民学习红色文化精神，形成全民学
习红色文化精神的学习型社会[7]。

4　大数据时代下红色文化精神传承的路径
大数据时代下红色文化精神传承需要从红色文化精神的传

播、红色精神文化的继承、红色文化精神的创新三个阶段，在
不同阶段要运用媒介和方式，丰富红色文化，促进红色文化的
继承与实践，建立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红色文化的学习型社
会，促进红色文化精神传承，提升人的思想觉悟，促进人的全
面化发展，具体见图 4 - 1：

4.1注重红色文化精神的传播
在大数据时代下，注重红色文化精神的传播，首先要明确

红色文化精神传播的目标与方向；其次，提升红色文化精神传
播的能力，扩大红色文化精神传播的影响力；再次，建立红色
文化精神的传播新模式，增强传播受众红色文化精神的认同感，
形成海量的红色文化传播受众积累，加强红色文化传播受众分
析，创新红色文化精神传播的方式与载体，具体见图 4- 2：

4.2加强红色文化精神的继承
大数据时代，要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红色

文化资源，要深度挖掘红色文化精神，要增强红色文化精神的
体验感，激发国人的爱国、爱党情怀；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
的教育功能，建立红色文化研究基地、宣传阵地，开发更多的
红色文化资源教育资源，让红色文化精神在校园课堂、红色基

地等形成一系列系统化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利用重大时机举办
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精神传承的活动，比如红色基地参观、红色
经典著作品读、红色文化主题辩论、红色文化主题讲座等，增强
全社会全员的红色文化熏陶，促进红色文化精神入脑、入心。

4.3重视红色文化精神的创新
红色文化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在大数据时代，要重视红色

文化精神的创新，增强红色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8]。因此，
每一个地方抖要深度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特色，建设当地红色文
化宣传馆、红色文化基地等，深化红色文化精神在当今时代的

图4-1：    大数据时代下红色文化精神传承的路径

图4-2：    红色文化精神的传播策略

宣传和利用方式，拓展红色文化资源的
功能，增强红色文化资源在当地的活
力，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在大数据时代下
的创新性发展，从而促进红色文化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

5　结论
总而言之，在大数据时代，要全

民建立终身学习红色文化精神的理念，
提高全民思想素质，增强全民的文化自
信。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下，各地需
要加强红色文化精神传承的顶层设计，
高层次布局，深度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
源，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功能，推进红
色文化精神高质量传承，实现全社会终
身学习红色文化精神的学习型社会建设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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