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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生红色文化社会实践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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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容易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其中，红色文化作为中华

文化的瑰宝，如何继承和发展对当代大学生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革命历史造就了它的精神内涵，社会发展丰富了它的时代

价值。如今，提高红色资源的利用率，继承和弘扬优秀的红色文化，是新时代赋予当代大学生崇高的责任和使命。基于此，本文

对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进行了社会实践的探索，了解了现阶段大学生的认知现状，深入分析了红色文化在现阶段大学生中传播和

继承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提出了一些合理性的建议，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与发展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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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们更加重视精神

层次的建设。红色文化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是人民大众的精

神食粮。作为我国先进的文化资源，它记录了那段令人敬畏的

艰苦岁月；同时，又一步步发展壮大，吸收各时期的先进文明

成果，是我国文化资源的核心部分，它是符合我国体制的特殊

经济形式，因此，红色文化的发展与继承对国家及个人都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高素质人才，要深入了

解红色文化资源，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地注入新鲜力量，保持

红色文化的蓬勃活力。对大学生而言，红色文化可以提供正确

的价值导向，帮助构造崇高的思想观念，提高自身精神文化素养。

重视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学习，增强文化认同感，是建设文化

强国的必由之路。

一、红色文化传播的必要性

（一）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的三观

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引领者，需要了解先进的文化资源与

思想理念。红色文化作为我国文化的瑰宝，在历史发展进程中

发挥着积极作用。红色文化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后，又融

合了其它先进的文化成果。其文化底蕴深厚，内涵共产主义信仰，

具有一切为了人民的高尚品质 。红色文化可以引导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三观，避免不良文化的错误导向。

（二）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新时期的重要目标之一。

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中，开拓出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红色

文化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形成的，具有艰苦卓绝、浴血奋战、实

事求是的精神。学习红色文化可以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感，秉

承前人的顽强斗志和毅力。作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青年，要坚

守文化自信，贯彻红色精神，构建文化强国。

（三）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具有当代价值

积淀深厚的红色文化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它为我国建设社

会主义提供了历史经验。红色文化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历史荣光，

更重要的是精神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主题。它之所以一直能

够保持蓬勃的生机，是因为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性，是推进社

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时俱进是红色文化重要的当代价值，

它以中国梦为主题，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红色文化在多种文化

中能屹立不倒，主要原因在于它能够包容外来文化，这也是它

重要的当代价值。

二、存在的问题

（一）红色文化资源利用不足

经过历史的积累，红色文化资源遍布全国各地，部分地区

建立了相应的教育基地。但经过实践调查发现，大部分地域的

红色文化资源利用率不足，出现红色文化纪念馆闲置等现象，

参观人数逐年下降，这预示着红色文化的关注度被削弱。文化

产业的落实情况不佳，产业断层现象严重；政府部门的保护力

度不足，导致部分红色资源出现消逝的局面。

（二）线上平台宣传不到位

网络时代发展迅猛，线上平台变得炙手可热。经考察研究，

在红色文化的建设方面，多数地区并没有搭建起完善的线上平

台，没有形成完备的宣传体系，存在一定的空缺。部分平台已

经构建成功，但其宣传形式不够创新，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

也有不少平台的文化宣传枯燥无味，形式单调，不够生动，缺

乏感染力，不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三）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欠缺

大学生对红色文化存在一知半解的现状，分析问卷调查结

果发现，近百分之七十的大学生对于红色文化的学习处于被动

状态，多数是因为学校的强制要求。此外，家长作为学生的启

蒙老师，缺乏红色文化认知，没有为儿女树立榜样，也没有引

导儿女接受红色教育。多方面的因素都导致大学生没有形成自

主学习红色文化的能力，没有意识到红色教育的重要性。

三、解决措施

（一）政府部门高度重视

政府及社会部门应加大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建设

教育基地，并与各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开创新的发展模式；定

期组织开展红色文化纪念馆的参观活动等，激发学生的学习欲

望，树立文化自信。与此同时，部门需监督管理，正确处理红

色文化的开发与保护，避免红色资源的滥用及过度开发现象。

（二）推行红色文化产业

注重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强国。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为文

化产业提供了多元化的渠道。多姿多彩的红色文化彰显民族气

概，具有时代特色，同时又能带动地区的经济发展。多数大学

生表示更愿意通过参观、旅游等形式去学习和感受红色文化的

熏陶，而不是局限于枯燥的课本讲解。因此，各地区应该大力

推进红色旅游项目，利用各区域文化资源，走融合发展之路。

（三）加强校园宣传力度

积极推动“红色文化进校园”，强化阵地意识，打造具有

文化特色的高校。丰富宣传活动，统筹规划文化教育，开辟适

宜当代大学生发展的教育之路。高校可以制作红色主题与校园

文化相结合的艺术作品，文创用品等，从多个方面进入大学生活，

提高大学生的关注度。同时，利用好校园网络平台，深入红色

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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