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社会科学研究                                                                          2025 年第 5 卷第 4 期
Moder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https://ssr.oajrc.org/ 

- 173 - 

红色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有效方法 

宋晓甜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南宁 

【摘要】红色文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研究旨在探讨通过有效的红色文化教育手段增强大学生对国家历史与文化的深刻理解及认同。首先分析当前大

学生对红色文化认知不足的问题及其原因，然后提出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结合社会实践等多种途径来加强红色文

化的传播与教育效果。通过创新红色文化教育模式，可以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并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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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methods of red culture education in enhancing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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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history, red culture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enhancing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t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to strengthen college student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of the country's history and culture through effective red culture education means. Firstly, it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red culture and the reasons behind them. Then, it proposes various 
approaches such as utilizing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and combining with social practices to strengthen the 
dissemination and educational effects of red culture. By innovating the red culture education model, it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ty and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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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红色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精神财富，

是培养年轻一代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资源。随着全球

化进程的加快，大学生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其对本国

传统文化尤其是红色文化的了解逐渐淡化，这对国家

认同感的形成构成了挑战。如何有效地将红色文化融

入到高等教育体系中，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共同关注的

话题。研究指出，红色文化教育不仅有助于学生了解国

家发展历程，还能激发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探

索适合当代大学生特点的红色文化教育路径显得尤为

重要。本论文将深入探讨红色文化教育在提升大学生

国家认同感方面的有效性，并尝试提出切实可行的教

育策略。 
1 红色文化教育现状与问题分析   

红色文化教育在当代高校中的推广面临着诸多挑

战，尤其体现在教育内容与形式的单一性上。当前，多

数高校主要通过传统课堂讲授方式向学生传递红色文

化的内涵，这种方式虽然能基本覆盖知识点，但难以激

发学生的兴趣和共鸣。尤其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

下，学生们更倾向于接受互动性强、形式多样的学习模

式[1]。如何将红色文化教育从传统的单向灌输转变为双

向互动交流，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由于缺乏系

统性的教材和专业的师资队伍，部分高校在开展红色

文化教育时显得力不从心，难以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在实际操作中，红色文化教育还面临着理论与实

践脱节的问题。许多高校虽然设置了相关课程，但在教

学过程中往往偏重于理论讲解，而忽视了实践活动的

重要性。在讲述革命历史故事时，如果没有实地参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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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纪念活动作为辅助，学生很难对那段历史产生深

刻的理解和感悟。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也是一

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东部地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拥有

更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这导致了不同地区的大学

生在接受红色文化教育时存在显著差异。为解决这些

问题，需要构建更加全面、系统的红色文化教育体系，

以满足新时代下大学生的学习需求。 
针对上述问题，探索创新的红色文化教育方法显

得尤为重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可以创建沉浸式的

学习环境，使学生仿佛置身于历史事件之中，从而加深

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结合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

服务、红色之旅等，不仅能够增强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感

性认识，还能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协作能力。

通过这些综合措施，有望克服现有教育模式的局限性，

提高红色文化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而提升大学生的国

家认同感。 
2 红色文化教育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影响的理论

基础 
红色文化教育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提升有着深

厚的理论基础，其中社会认同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根据这一理论，个体的身份认同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

过与所属群体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连接得以形成

和强化。红色文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和精神追求，是构建集体

身份认同的关键资源。在高校中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有

助于学生建立与国家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联系，进而促

进其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参与红色文化活

动，学生们不仅能了解到国家发展的艰辛历程，还能从

中汲取力量，增强个人的社会责任感。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情感联结理论同样为红色文

化教育的有效性提供了理论支持。情感联结强调了积

极情感体验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建立中的重要作用。

红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英雄事迹和感人故事，这些内

容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从而建立

起强烈的情感纽带[2]。在讲述抗日战争期间的英雄事迹

时，学生不仅会被那些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打动，更能体

会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这种基于红色文化的教育

方式，能够有效地将抽象的爱国主义概念转化为具体

的情感体验，使得国家认同感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

基于深厚情感基础上的真实感受。 
认知发展理论也为红色文化教育如何影响大学生

国家认同感提供了指导。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认知结构

是在不断接受新信息并与已有知识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逐步形成的。红色文化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输入

方式，能够在大学生原有的认知框架基础上，添加关于

国家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正面信息。这不仅有助于丰富

学生的知识体系，还能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持续不断地接触和学习红色文

化，大学生能够逐渐形成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并将其内

化为自身行为准则的一部分。这样的教育模式对于培

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青年至关重要。 
3 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红色文化传播策略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红色

文化传播已成为提升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借助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可以创

建沉浸式的学习环境，让学生仿佛穿越时空，亲身体验

革命年代的艰辛与荣耀。通过 VR 技术重现历史场景，

如长征路线或重要战役现场，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感

受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从而深化对红色文化的理

解与认同[3-7]。这种互动性强、体验感丰富的学习方式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参与中获得

知识，在体验中培养情感，有效地克服了传统教育手段

单一、枯燥的问题。 
多媒体资源整合是另一项关键策略。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大量关于红色文化的音视频资料、图文并

茂的文章以及互动性极强的在线课程不断涌现。这些

资源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还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

学习选择。高校可以通过建立专门的红色文化教育资

源库，将分散的信息系统化、条理化，方便学生随时查

阅和学习。结合社交媒体平台的力量，鼓励学生分享自

己的学习心得和感悟，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这种方式

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还能促进红色文

化的广泛传播，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喜爱上这段光

辉的历史。 
为了进一步提高红色文化传播的效果，还可以采

用大数据分析来优化教育方案。通过对学生学习行为

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了解他们的兴趣点和难点所在，针

对性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比如，如果发现某个特定

历史时期的红色故事特别受到欢迎，就可以增加相关

主题的内容供给；若某些概念难以理解，则应采取更为

形象生动的教学手段加以解释。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

发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和需求提

供定制化的学习建议，也能有效提升教育质量。通过这

些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创新策略，不仅能够更好地传

承和弘扬红色文化，而且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国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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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和社会责任感，为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奠定坚实基础。 
4 强化红色文化教育实践环节的方法探究 
强化红色文化教育的实践环节，是提升大学生国

家认同感的关键路径之一。组织学生参与实地考察和

社会实践活动，能够让他们在亲身体验中感受红色文

化的魅力。安排学生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烈士陵园或

旧址，这些地方不仅保存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还通过讲

解员的生动解说，使学生们仿佛置身于那段波澜壮阔

的历史之中。此类活动不仅能增强学生的直观感受，还

能激发他们对先辈奋斗精神的敬仰之情，从而深化对

红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通过与当地社区合作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如帮助维护红色遗址、参与纪念活动等，

学生们能够在实际行动中践行红色精神，培养社会责

任感和团队协作能力。 
结合专业特色开展红色文化主题活动也是一种有

效的实践方式。不同专业的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特长和

兴趣，选择合适的方式参与到红色文化的学习与传播

中来。比如，艺术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创作红色主题的

艺术作品，如绘画、雕塑或音乐作品，以艺术的形式表

达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传媒专业的学生则可以利用新

媒体平台制作宣传视频或撰写专题文章，扩大红色文

化的影响力。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们的实际

操作技能，还能促进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通过跨学科的

合作交流，学生们可以在相互学习中拓宽视野，增强综

合素养。 
构建长效的红色文化教育机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

环。为了确保红色文化教育的连续性和系统性，高校需

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如设立专门的红色文化研究中

心，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和经验交流会，为教师提供培

训机会，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鼓励和支持学生社团的

发展，通过社团活动丰富红色文化教育的形式和内涵[8]。

成立红色文化研究会或志愿者服务队，定期组织各类

活动，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这样不仅能够持续激

发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热情，还有助于将红色基因深植

于每一位学子心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力量。 
5 结语 
通过深化红色文化教育，尤其是结合现代教育技

术和丰富的实践活动，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国

家认同感，还能为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

青年奠定坚实基础。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

神财富，其传承与弘扬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至关重要。高校应不断创新教育模式，优化教学内容，

使红色文化教育更加贴近学生实际，激发他们的爱国

情怀与历史使命感。唯有如此，才能确保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让每一位学子都能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

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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