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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色文化在新时代下的传承与中国当前先进文化的开展目的相一致，在新时代背景下，在提升国民素质的同时，

我们要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红色文化作为先进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要充分地重视并发挥中国现有的丰富红色资源，

传承发展红色基因，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好、发展好、弘扬好，做到让红色文化事业永葆持旺盛的青春活力、红色基因永

不褪色。此外，当前多元文化相互交织，充分挖掘红色文化的独特优势，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传承做好铺垫。

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e in the new era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purpose of China’s current advanced 
culture.	In	the	new	era,	while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people,	we	must	fully	exert	cultural	soft	power.	As	an	integral	part	of	advanced	

culture, red culture should be fully valued and brought into play China’s existing rich red resource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red genes, 

and passed on, developed, and promo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cause of red culture will always maintain 

its	youthful	vitality	and	that	the	red	gene	will	never	fade.	In	addition,	at	present,	multiple	cultures	are	intertwined,	fully	exploiting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red	culture,	and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the	inheritance	of	China’s	advance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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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色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近百年艰苦的

奋斗探索历程实践中，整合、吸收、优化、总结古今中外

民族红色文化精华的历史发展基础上积累形成的。红色文

化精神是时代最直接生动的思想象征，始终贯穿体现着一

脉相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艰苦奋斗精神，是党的信仰、

制度、作风、道德的综合体现 [1]。在多元民族文化的大家

庭中，红色文化正蕴以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崇高的文化核

心价值取向、深厚的群众基础、坚定的奋斗精神，为社

会主义新时代持续向前的发展提供了强大持久的历史精神

动力。

在社会多元和经济文化相融合的背景下，中国仍需要重

视红色文化，为得到进一步全面传承和创新协调发展，我们

需要将红色文化的传播进行全面优化、创新，采取各种灵活

而多样创新的方式促进红色文化的传承，让中国的红色文化

发展更加真实生动、鲜明和突出时代精神与特点。

2 新时代背景下红色文化的现状

2.1 “红色文化”开设实训课程少
目前多数高校没有开设“红色文化”实训课程，学生认

识红色文化只能通过老师所传授的课本知识对红色文化有

所了解。没有切实落实把“思政教育”走进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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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青少年对红色文化不感兴趣
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需要培养青少年对红色文化的兴

趣。学生不了解红色文化，很难对红色文化感兴趣，因此，

要提高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知程度，就必须采取丰富多

彩、符合大学生这个年轻群体喜爱的方式去宣传介绍红色文

化，提高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识理解。从兴趣到认知，再

从认知到兴趣，二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不断促进大学生对

红色文化的认知，进而增强青少年对红色文化的认同。

2.3 传播红色文化过于数字化、书本化
新时代下的青少年对“特色红色文化”的认同感较低，

一些青少年认为学习红色文化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只有对

“红色文化”有认同感，才能让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红色文

化的传承与发扬 [2]。当前红色文化教学只停留在书本上，不

能与学生的现实相结合，并没有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教育意

义，还存在着表面化、盲目化等问题。 教材没有更新，这

就造成了教材的内容和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知识结构之间

存在鸿沟，从而给学生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要解

决当前高职学生思想教育问题，必须从红色文化教育内容入

手，及时主动地配合时代发展，定时更新红色文化教学素材

和课本内容。 

2.4 红色文化课程缺乏实践
青少年的思想比较活跃，但理论学习能力薄弱，因此在

高职院校开展红色文化教学时，必须突破传统教学方法。目

前红色文化教育教学停留于课堂，形式单一，不注重课堂创

新，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缺乏网上红色文化活动走进

课堂的形式创新，导致理想信念教育与实践红色文化课堂不

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可见，只有丰富红色文化的宣传和教

育途径，才能调动学生学习红色文化的积极性。

2.5 教师对红色文化理论知识掌握薄弱 
内容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上，一些学校的红色文化教学

教师理论基础薄弱没有专门的红色文化教师团队，导致学生

不能从老师的教学中切实了解红色文化。教师缺乏红色文化

的相关知识，很难通过具体事例将青少年感兴趣的社会问题

纳入红色文化的课堂。

2.6 红色文化的国际化网络传播面临瓶颈
在红色文化的传播中，国际交流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

新世纪以来，互联网上红色文化的传播还存在着“瓶颈”。

一是国际化传播媒介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 BBC、 

CNN 等国外媒体，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一定影响力的网络应

用只有 Tik Tok（抖音），但却无法与国内的抖音进行互联，

国际上的红色文化传播渠道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二是红色文

化的网络传播内容不能很好地满足国外受众多样化、本土化

的需要，如红色文化、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等，只能

使用英语和法语等通用语言，无法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受众

的需求，需要进一步完善红色文化的国际化宣传战略。三是

缺少大批国际化的传播人才，部分具备一定语言能力和国际

交往能力的人才在政治素质上的欠缺，难以有效地担负起传

播红色文化的责任。四是由于受到西方舆论霸权和长期意识

形态偏见的制约，红色文化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非常有限，

因此在国际上的红色文化传播存在着“有理说不清，说了说

不通”的瓶颈与困境。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红色文化持续发展。但是，要想

真正走出中国，还需要面对一系列具有长期性、巨大复杂性

的难题与挑战。

3 红色文化传播对当代青年的现实意义
不同的文化，对中国经济、政治的影响不同，对社会发

展的作用也不同，不同的时代、民族，就会有多种多样的文

化，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

界的过程中转化成物质力量 [3]。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作为青

年的我们，只有大力弘扬和宣传红色文化，才能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4]，才能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积极学习红色历史文化，为红色文化注入新鲜“血液”，

做红色文化的“传人”，新时代的青年应该开阔眼界，拓宽

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时，创造出

了跨越 14 个省区的“长征精神”、历久弥新、薪火相传的“延

安精神”、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等。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我们应当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学习红色经典文化的重大意义，

学史明理、学史明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我们党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磨难、应对各种挑战取得的辉煌成就。

3.1 红色文化是时代精神的展现
红色文化的内容是丰富的：一是伟大的爱国精神；二是

艰苦奋斗精神。通过前辈们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得出的先进经

验对我们当代青年建设良好的世界观及在对面对问题树立

正确的认知有着巨大的指引性意义。在遇到问题，分析问题

时，根据实际情况以积极的心态和迎难而上的决心去解决问

题。正如“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民族有力量”，每一

个个体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积极的心态，在先进的红色文化

精神的指引下为我们每一个人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终将在一个又一个“中国梦”的实现中绽放光彩。

3.2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政治瑰宝
红色文化植根于薪火相传的民族血脉，孕育于风雷激荡

的革命岁月当中，传承于建设发展的辉煌征程，红色文化既

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有浓厚的时代意蕴，一个时代的进步，

总是以文化的繁荣作为鲜明的标志。红色文化体现着中华民

族共同的思维模式、情感表达、价值导向以及精神追求，支

撑着我们党千锤百炼地淬火成钢，激励着我们民族披荆斩棘

而逐梦向前。

时至今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才竞争愈发强烈，

乃至成为全世界的主要竞争的焦点，青年，在当今时代，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下，更要承担起“振兴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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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责任，与此同时，红色文化

愈发成为启迪价值自省、激扬文化自信的动力源泉，成为保

持政治定力、化解风险挑战的思想“利刃”，成为推进伟大

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精神基座。

4 互联网时代下红色文化传播问题的解决方案
4.1 加强网络空间中党的领导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各级党委

在网络上的领导得到了强化，网络上红色文化的传播也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我们党

的领导必须与时俱进才能为互联网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政治

保证。网络是微博、B 站、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但由于其没

有受到党内的直接领导和直接的控制，网上“红色文化”的

传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一是由于党内的不健全，让外部势

力有了入股、控制资本、培养舆论代言人的机会，而一旦“失

守”，网络上的“红色文化”就会变得非常被动，比如豆瓣

评分网站，就会有针对红色题材的恶意抹黑；二是对网络内

容进行监管，并对其进行严格的审查，从而减少散布不实的

“红色文化”内容。

4.2 深入挖掘，强化宣传推广
讲好红色故事。宣传、党史、教育、文旅、科工等部门

要深度挖掘整理红色旅游资源，加快红色革命书籍、文献的

收集整理，进行数字化加工推广，扎实推进红色文化旅游进

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工厂、进景区、进农村活动，让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红色故事入心入脑。

4.3 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通过学校教育、社会实践活动、

社团组织、新闻媒体、现场演讲等方式，祖国寄希望于青年，

希望青年能够认真学习和研究红色文化内涵，不断加深对红

色文化的理解，领悟其精神。

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强调社会实践对当代

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影响，号召广大青少年到劳动群众中去，

到基层去，耐心指导学生学业进步，思想得到充分升华，注

重历史教材的教育功能，将其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培养

当代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4.4 红色电影，减少红色文化与学生的距离
学校可以开展组织相关红色文化学习专项活动，充分利

用网络自由，播放相关红色影片，让每个学生与英雄人物“零

距离”接触，学习他们为国家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

主义精神，真正感受到红色精神教育。

5 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走向国际舞台，不仅要政治和经济

实力的支撑，还要文化软实力的大力支持。红色文化作为文

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够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明

和文化，因此在新时代下继承和弘扬红色文化是展现中国文

化软实力的具体表现。由于现如今国家正处于发展关键阶

段，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红色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则更能够

起到警醒人们的作用，提醒人们自身行为是否符合思想道德

要求和标准。另外让人们感受到每一个历史事件后触动人心

的故事。更加愿意珍惜当前的生活。而且我们当代中国青年

也就应该与新时代同心向前，深刻了解新时代下的红色文

化。因为当前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关键的时代，

在目前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机遇下，为中国广大社会主义青

年提供出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使得红色文化在新

时代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和践行。在当今时代，红色文化的传

承不仅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还需要各界重视红色文化，

在每个人的相互配合下红色文化才能在新时代得到更好的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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