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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作为沿海对外开放试点城市的“北方明珠”，肩

负着东北对外开放战略龙头和率先启动实现老工业基地全

面转型振兴的双重战略任务。打造沉浸式情境体验视角下

“百年红途”红色文化品牌建设，加大红色文化开发的深

度和广度，充分开拓文创产业和红色文化产业发展对于凸

显大连红色文化内涵和城市品格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1

一、大连市红色文化资源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大连市

政府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城市文化建设的意见》，意见中

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红色文化与旅游相融合的文化旅游产

业。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共

同推出“追寻红色印记”百个革命遗址遗迹活动，其中

列举了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如：关向应故居、旅顺日

俄监狱旧址、国际情报组抗日活动遗迹、福纺“四二七

“大罢工遗址、国际反法西斯地下电台遗址……这些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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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革命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色文

化资源类较多，渊源清晰，为挖掘、凝练红色文化及其

内涵，开发建设域境交互体验馆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红

色历史提供了史料保障。

二、“百年红途”大连红色文化沉浸式情境体验模式

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是涵养大连文化集聚效应打造城市灵魂的创新

性举措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城市化进程建设的迅猛提速，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发生着巨变，广大人民开始由物质

上的满足向精神文明、追求自身的发展迈进。文化软实

力成为彰显一座城市文化独特吸引力的重要指标，而城

市文化特性带来的持续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推动力组成

了支撑内涵式发展的框架。对于大连而言，本地的红色

文化是中华民族红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打造大

连红色文化特色品牌，实现红色文化资源最优配置，更

好地继承、保护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提升广大人民

的文化自信，激发奋勇改革精神，进而营造符合新时代

需求的城市文化生态，涵养城市人文环境，打造独特的

城市名片，提升大连文化软实力。将红色文化融入到大

连的文化生态建设，使大连红色文化转化为城市的灵魂，

进一步充实城市文化的精神内涵，为大连城市文化的建

设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二）为促进大连红色文化与文旅产业融合提升经济

开发价值提供智力支持

文化与经济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是一体化发展，相

互融合、互相促进的关系。打造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品

牌，能够促进城市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红色

文化具备的社会保障功能和社会经济发展价值可以转变

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利用大连红色资源特有的社会经

济价值，将连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优势充分转化为

大连的经济优势，在加快大连旅游基础工程建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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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进程中创造的先进文化。深入挖掘大连市红

色文化的丰富内涵，构建“百年红途”大连红色文化沉浸式情境体验模式，发挥红色文化引领红色时尚、服务和谐

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打造“突出特色优势、强调技术含量、多元主体参与、探索操作实践、成果共享应用、

价值最大程度转化”的红色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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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培育和发展大连特色产业，有利于促进大连城市经济

的结构调整，促进大连城市的经济增长。加强大连红色

文化品牌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大连红色旅游的繁荣发展

和增加经济收入，直接拉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多个产

业。同时有效提升大连的文化软实力和城市形象，从而

大大吸引优质人才，为大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人才和智力支撑。

（三）活化“百年红途”沉浸式交互空间互动载体

“百年红途”沉浸式交互空间以“红色资源 +”的思

维，设计感官和交互体验为一体的域境交互体验馆。通

过“情”与“境”的融合，使红色文化体验具有形象化、

具体化、生动化等特征。活化和再现红色资源的历史场

景和情景体验场景，发挥沉浸式体验的红色浸染效应。

以“动心、动情、动行”为育人目标，达到“以悟启智、

凝意促行、融情于境、以境激情”的效果，赋予大连红

色故事的社会价值影响力和精神生命力。真正使“红色

基因”融入到“城市精神”之中，从国文化产业发展创

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城市发展赋能。

三、构建“百年红途”大连沉浸式红色文化品牌建

设实践体系

（一）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

以“发展沉浸式业态”为理念引领，拓宽大连红色

文化品牌打造思路，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手段，探索出各

类新媒体在传播大连红色文化中的作用：第一，打造大

连城市红色文化公众号、微信群、微博等，主要围绕讲

好大连红色历史、红色人物故事等话题，利用数字化、

动漫、动画、微电影、图片等多种丰富多彩的形式对大

连红色文化进行多角度多渠道的传播，激发群众形成积

极向上的情感体验，从而传递城市正能量，展现大连的

红色文化魅力。第二，探索研究建设城市红色网络阵地。

诸如，打造革命历史人物网络纪念馆、抗日战争网络纪

念馆、红色资源网络博物馆、重大历史事件网络纪念园

等，拓展网络红色阵地。采用事迹追溯、感悟体会等多

种形式，实现红色传统的保护发扬和对大连红色基因的

传承。第三，实现红色文化品牌打与 VR、AR 等信息技

术的融合，用“身临其境”重现历史情境，组织各种形

式的群众性红色文化活动，结合线下红色文化的传播和

交流，在群众性红色文化交流活动中达到涵化和践行红

色精神的目的。

（二）促进红色文化融入城市文化生态建设

《关于大力推进城市文化建设的意见》在制定城市文

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策略中明确提出，提炼出红色文化资

源中蕴含的经济价值，进一步提升旅游的科学文化内涵，

推动红色文化创意和旅游设计服务深度融合发展。采取

有效措施将红色文化历史与自然资源的优势加以综合，

转化为推动大连经济水平持续健康发展的动能，形成以

“红色文化游 +”为线索，融合“海洋文化游”“赏樱采

摘游”“艺术健体游”的城市文化旅游生态。将城市文化

生态和红色文化事业有机地统一起来，将红色文化嵌入

“宜居大连”“红色大连”的新理念中，进而提升城市形

象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提高文化产品和文化人才的生产

利用力，促使大连文化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迈出高质量

发展的步伐。

（三）培育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产品

将沉浸式情境体验视角下“百年红途”大连红色文

化品牌培育模式的战略导向、建设路径、意识形态层面

的价值主张、文化资源整合、沉浸式文旅业态相结合，

归纳出沉浸式情境体验视角下“百年红途”大连红色文

化品牌培育路径的具体载体和抽象载体。通过突破传统

纵向红色文化传承模式，建立协同培育的“互联网 +VR

智慧党建 + 沉浸式情景体验课堂 + 沉浸式翻转课堂教学 +

红色文化沉浸式讲解 + 红色主题沉浸式话剧 + 沉浸式红

色旅游线路 + 剧本沉浸式体验教育 + 真人 CS 体验性设计”

的横向平台模式，建立协同培育的横向工作模式，形成

一个纵横交错的红色文化品牌网格，进而构建并形成完

整的集“社会思潮引领、理想信念导向、爱国情感激发、

红色文化传承、公民道德建设”多维度实践路径于一体

的红色文化培育体系。进一步升华城市记忆，增强大连

的历史文化底蕴，全面深入地推进大连文化繁荣兴盛，

高度彰显城市的文化自信，使大连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重要窗口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和文化魅力。

（四）构建红色文化创新实践体系

在红色文化品牌打造的独特实践中，发现“百年红

途”沉浸式域境交互系统的影响和参与者情绪之间属于

正相关关系，即在参与沉浸式情境体验过程中唤起积极

的情绪。沉浸式情境体验对于不断增进人们对党的政治

认识和思想情感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并最终将其直接

作用于自身对个体思想认知和情感态度的变化，激发人

们在当今社会中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刻认识思考和理性

反省，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最终实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1] 马晓燕 . 基于实践体验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

探究 [J]. 思想理论教育，2020，（11）：35-36.

[2] 陈爱华 . 广州红色文化品牌培育策略探究 [J]. 党史

博采（下），2020，2019（7）：91-92.

[3] 杨清波，周燕飞 . 城市品牌构建及传播研究 [J]. 传

媒，2020（1）：86-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