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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效益的不断提升，人们的

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在此背景作用下，我们应加强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学习，弘扬革命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

规范并做到与时俱进，实现对此革命精神的创新，贯穿于青少

年教育事业中，实现传统文化与红色教育事业的有机融合，确

保革命纪念馆能够发挥出其实质性作用，方便青少年学习历史，

团结奋进并具备一定的拼搏精神。

1　革命纪念馆的发展现状

革命纪念馆不仅具有纪念意义，更依托着革命事件、杰出

人才以及革命纪念建筑，成为文物资源、革命遗址、文化资源的

载体，充分展现出其保护作用，使党政部门给予革命纪念馆相应

的重视。在此基础上起到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国民凝聚力以及传

承革命传统的意义。以此来促进现代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1]。

在此基础上，像普宁流沙人民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以及红

宫等都可作为红色教育博物馆的一类。那么，在为凸显出中国共

产党的团结精神，需要为青少年普及红色文化，通过革命纪念馆

来传承革命文化。由此我们以延安革命纪念馆为例，此纪念馆位

置在陕西省西安市，将党中央在延安省内13年的革命历史作为发

展基础，贯彻落实红色教育与革命文化，通过革命纪念馆的设置

来让每位公民都记住革命先烈的红色精神。这样一来，不仅通过

鲜明的方式，展现出红色文化的重要性，更运用革命纪念馆来为

青少年普及相关红色文化知识，为党中央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同时，亦为广大群众设置了红色文化的宣传基地，保证爱国

主义能够在此处聚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并成为陕西省

延安市主要建设的红色产物之一。所以，就此而论，不论是一个

国家也好，一个名族也罢。若是缺少红色文化的弘扬，或是缺少

则难以保证名族乃至国家的昌盛。此时我们可以站在教育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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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红色文化主要是通过革命纪念馆作为教育载体，发

挥出至关重要的革命作用，彰显出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促使当

地乃至各地居民的革命意识得以增强，维护了群众的利益，使

人们能够向着先烈致敬并凸显出革命传统教育以及红色文化的真

正内涵。

2　革命纪念馆在红色教育中的主要功能

2.1革命纪念馆的社会教育引导功能

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二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我们需

给予红色文化教育工作相应的重视，使中小学生的教育形式不仅

存在于课堂之上，更可在社会这一大课堂内展现。增加社会文化

机构、社会团体与学校之间的关联，使组织的力量得到发挥，实

现对学生的红色教育并践行保护中华传统文物，弘扬中国红色文

化。加强自身的民族自信，吸取历史挫败的惨痛教训，保证革命

纪念馆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使教育人员加大红色资源的挖掘力

度，进而增强教育内容的渗透力、感染力以及功能价值[2]。

其次，革命纪念馆内多是以文字、文物的形式对青少年进行

教育的，其可以彰显出红色文化的基本功能，通过传播式教育、陈

列教育的方式，保证中小学生能够通过所见、所思以及所得，掌

握红色文化的真正意图，促使中小学生可以通过思想文化的灌输，

保证自己所执行的各项工作能够符合革命要求，增加博物馆内精

神产物的应用，实现对学生个人意识，建设思想的启迪，使其能

够通过革命博物馆的预览来掌握历史长河中所叙述的事件。除此

之外，亦可保证中小学可以通过就职，英勇先烈的故居来掌握各

部分的文化内涵，更好的展现出革命纪念馆的社会教育引导功能。

例如：增加网络设备的应用，在网络环境中宣传艺术作品，历史

文物，让学生能够通过网络环境来增加教育活动中的真实性、严

谨性要求，昭示革命纪念馆内的历史真理，将其中的伟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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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注入到社会教育课堂内，由此来实现对中小学生的引导。

2.2革命纪念馆的红色教育引导功能

就目前革命纪念馆的发展而言，红色教育起到一定的引导作

用，使革命纪念馆作为一个承载历史的载体存在。将重大历史

事件、历史人物、革命遗址被规划整理在革命纪念馆内，其不

仅具备一定的民族精神弘扬精神，更可通过展示的形式将国内承

载不同时期的革命内容进行整理，表达出人们的和平愿望，从

而实现对红色文化的传播，加大人们学习革命精神、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这样可保证革命纪念馆的设置，有利于人们学习

中国近代史，加强人们红色文化的认知，运用红色资源来强化

对中小学生的教育工作，利用革命纪念馆来展现出相应的优秀精

神品质，使每位公民都具备正确的思想意识。在此基础上，只

要充分利用红色革命文化资源，即可弘扬红色传统文化，实现

红色基因的传承。同时，我们可通过革命纪念馆中的红色文化

资源，将革命先辈的精神财富力量最大化，确保全方位地展现

出人们崇高的理想信念，使革命先辈的精神财富价值得以展现，

发挥出革命纪念馆中的红色文化教育功能，加大优秀人才、复

合型人才以及继承者们的培养力度，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建设工作实施[3]。

基于“十九大”报告中所指，我们应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放宽自身的着眼点，加强红色文化自信，

强化教育引导工作，达到红色文化教育实践养成的目的。这样

我们可规划出文化的切入点及落脚点让历史与文化并进，使人们

在学习历史的同时，能够发现红色文化的魅力，加强新时代背

景下党员干部的教育及学习工作，确保从小开始培养，为每位

党员干部规划出正确的发展路线，以稳定目前经济社会的发展状

态，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发展。革命纪念馆不仅可

在此基础上发挥出教育功能，更可给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作相

应的保障，使馆内陈列的文字、文物以及展示内容成为新媒体

行业主要推广的内容。运用视听感受于一体红色文化教育方式，

保证每位学生都能感悟红色文化的内涵，提高自身的政治自觉

性，使每位学生或每位公民都具备相应的担当意识。在此背景

作用下，方可保证革命纪念馆的开展更有意义，使其成为红色

文化传播环节的重要载体，展现出教育工作的优势，突显出红

色文化的实际职能，进而培养出具有深化红色内涵的民族伟大复

兴人才[4 ]。

3　革命纪念馆在红色教育中的实际作用

3.1 挖掘红色教育资源，展现红色文化的实际功能优势

革命纪念馆是历史遗留下的产物。例如：革命历史遗迹、

革命陵园以及革命名人故居等，其被统称为红色文化资源，由

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是无法被估量的，我们不能将其量化。

因此，我们需结合革命纪念馆的特点，由专业人员将其中的红

色文化内涵及价值进行挖掘，寻找革命纪念馆的隐藏性内涵及其

功能，将革命纪念馆的教育功能最大化。这样既可展现出其革

命优势。同时，每个地区的革命纪念馆大同小异，其或是革命

烈士的战斗遗址，亦或是革命先锋的故旧，再者是具有一定储

藏价值的文物等。这些都作为相对重要的红色文化物质资源存

在，我们可加大对此物质文化资源的关注力度，保证此项挖掘

工作的顺利开展，使物质资源红色文化内涵得以体现。

例如：兰州战役纪念馆，其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由 195 2

年建设完毕，园区总体占地面积可达41.95万/m3，建筑面积则

为1.3万/m3，内部展馆面积为0.1万/m3。内部由七个分部组

成，分别为序厅、奏响西进序曲、浴血南山之巅、千里追击、

聚歼青马主力以及西北解放部分组成。以故事表达的形式，展

现出蕴藏的精神内涵，体现出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彭德怀同志

的指挥下，全面击退敌军并展现出战略位置的重要作用。这样

方可保证历史文物与英雄事迹相互结合，展现出当时革命先烈的

奋勇拼搏精神，使广大群众被感动并产生心灵上的震撼及共鸣。

以此来展现出努力生活的文化精神，给予群众相应的工作动力，

树立良好的发展目标。

3.2 凸显红色革命内涵，发扬具有现实意义的时代精神

贯彻落实革命纪念馆的革命内涵及价值，加大对红色文化功

能的研究力度，确保革命纪念馆具备一定的特殊性。通过革命

纪念馆展现出广大群众的爱国精神及无私奉献精神。以直观的方

式感悟思人，加强对革命方面的启发力度，保证研究人员将红

色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加大挖掘力度并提炼出红色革命内涵，

以此形式展现出具体的操作途径。

3.2.1设置陈列

在规定空间内，使展品、文物标本与艺术形式相结合，推

进大众的视野中，保证传播与教育工作能够共同开展，使革命

传统教育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利用现代化的陈列方式，确保人

们能够正面了解历史，掌握红色文化内涵，使青少年能够更好

地学习红色文化内容。

3.2.2建设专题展览活动

运用临时展览的方式，保证革命题材的实时更新，给予基

础陈列内容相应的补充，确保爱国主义教育价值能够全面发挥，

彰显出革命纪念馆的红色文化物质价值。

3.2.3执行演讲

利用演讲的方式，将革命先烈的事迹一一叙述，使教育信

息内容更加直观、生动、形象，使每位公民都能引起共鸣，确

保具备良好的宣传效果。

3.2.4组织开展公众课堂

通过革命纪念馆打造社会教育品牌，使人们更易接受陈列内

容，以此教育宣传方式，实现对革命纪念馆的宣传及推广。

3.2.5情景再现

以演绎的形式，展现出革命纪念馆的教育功能，增加与群

众之间的契合度，确保所表演故事满足大众的喜好。例如：网

络巡演、高校巡演的方式，让更多人掌握革命先锋的事迹，增

加反馈机制的设置，以艺术形式将革命内容展现给人们。

3.2.6构建红色文化网站

增加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使革命纪念馆的现实价值能够更

好地展现出来，运用网络信息传播的方式，增加红色文化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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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之间的关联。例如：人们可通过网络设备查询革命纪念馆内

的文物具体安置位置，通过网站来了解革命纪念馆内的陈列布

局、展览形式以及专业书籍的种类，不仅可打破时间、空间的

限制，更可保证更多的人对此革命纪念馆进行了解。

3.2.7开设公众号

现如今，人们的生活方式已发生一定的变化，在交流时常

会通过网络渠道进行沟通。我们应紧追时代的潮流，增加在大

众生活及工作期间的契合度，利用红色教育的方式，展现出此

种新颖、独到且实用的宣传方式。加强公众号的开设，将微故

事、展览活动等上传到公众号内，设置一键推送功能，简洁上

传内容，保证红色文化革命精神能够通过文字、图片以及视频

的组合形式展现出来，利用多样化的形式将红色文化渗透在人们

实际生活内，进而展现出红色文化教育的时效性。

3.3 增加新媒体的写作，加大红色文化宣传及推广力度

在自媒体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应给予新时代背景相应的关

注，在红色文化教育期间，增加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大

数据技术等现代化技术的应用，使革命纪念馆的宣传方式不再单

一，满足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使革命纪念馆内的红色文化覆盖

面更广，更具体现代性、深刻性以及广泛性意义。这样可保证

革命纪念馆紧跟时代的发展脚步，避免出现脱离时代的问题，

实现与新媒体的协作。这样一来，方可加大革命纪念馆的宣传

力度，提高人们对红色教育文化的认知，保证社会给予革命纪

念馆一定的关注力度。这样方可保证为革命纪念馆带来更多的发

展机会，实现红色文化的宣传及推广，促使为革命纪念馆营造

出更好的建设平台。

3.4 加强红色文化建设，打造红色文化精品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应将革命纪念馆的创新精神发扬传承，

使其各方面操作能够满足红色文化建设需求，打造出红色文化精

品，保证在革命传统宣传工作的影响下，使红色文化内涵被挖

掘，这样方可体现出其实际精神价值，秉承红色文化教育的中

心思想，展现出革命纪念馆的育人、存史、资政以及励志价

值。在此基础上，方可塑造出完整的红色文化精品，方便人们

去宣传和弘扬革命精神。例如：结合革命纪念馆当地地方特

色、民风民俗以及历史遗址进行分析。增加计算机等网络设备

的应用，使红色文化资源被高效利用，实现历史信息的共享。

这样可实现品牌共用、互利共赢以及市场共建，在建设革命纪

念馆的前提下，增加红色文化教育工作在旅游业等相关行业中的

应用。与此同时，可打造文化品牌路线、红色旅游精品路线，

通过革命纪念馆的利用，全方位的展现出红色文化的革命精神，

这样方可保证爱国主义内涵的展现，红色文化革命精神的弘扬。

加大红色文化的感染力，增加革命道路上红色文化教育资源的凝

聚力，使二者发挥出合力3 作用，保证全面推动红色文化建设

工作，保证更多的人了解此项工作的内涵，在提升自身综合素

养的基础上，展现出革命纪念馆中红色文化建设的价值。那

么，可保证红色文化价值不仅是片面性的存在，更可辅助社会

经济效益的提高，规避歪曲红色文化价值观念的产生，利用革

命纪念馆，使红色文化建设价值凸显出来，确保红色文化产业

能够朝着市场化、经济化的方向运行。这样可增加红色文化建

设资金，在收入来源增加的前提下，迸发出红色文化建设的文

化价值、经济价值以及教育价值。

3.5 转换原有宣传形式，保证红色文化内容丰富化

革命纪念馆的推行不可仅追时代潮流，更应转换红色文化的

宣传形式，丰富其内容，利用不同的宣传宣传手段，保证红色

文化精神的顺利弘扬。在建设革命纪念馆的基础上，加大各环

节的宣传力度，使人民群众能够提高对红色文化价值的重视，

转换原有宣传模式，加大推广工作的执行力度，使人民群众能

够参与到建设环节。这样不仅可调动人民群众的参与性、互动

性，更能增加集体性红色文化相关活动的设置，确保满足文体

活动的互动性要求，使革命纪念馆能够独立承担红色文化传承环

节的现实责任以及历史使命。以此来推行红色文化建设工作的可

持续发展。

4　结论

综上所述，为传承红色文化，应赋予每一个革命纪念馆相

应的历史使命，展现出革命纪念馆的现实意义。在互联网时代

的作用下，我们需给予网络环境相应的重视，增加自媒体等渠

道的应用，保证革命纪念馆能够在不同渠道的弘扬下让更多人知

晓。提高内部员工的综合素质能力，创新原有的宣传模式，使

传统文化不仅限于内容、形式上，更应展现出红色文化的历史

价值，促以红色文化建设事业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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