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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激发大学生在实践中对红色人文情怀的主动性,分析红色文化传承对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

重要意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策略。以促进青年学生从红色文化传承中汲取前行智慧与奋进力量,更加坚

定理想信念,浓缩红色记忆,凝聚开拓前行的奋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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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imulate college students' proactive engagement in practice with red humanistic senti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red culture inheritance in summer social practice activiti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This is to promote young students in drawing wisdom and forward 

momentum from the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e, becoming more firmly committed to their ideals and beliefs, 

condensing red memories, and gathering pioneering momentum for moving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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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其坚如磐石的信念、持之以恒的奋

斗精神以及无畏的牺牲,引领着中国人民在广袤的东方大地上,

绘制出一条璀璨夺目、熠熠生辉的“红色历史轨迹”[1]。这条

轨迹,犹如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不仅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行的道

路,更传递出鲜明而深远的红色理念。在这条轨迹的指引下,一

种历经岁月洗礼而愈发熠熠生辉的红色精神应运而生。红色精

神的传承,其内涵之丰富,犹如一座蕴藏着无尽宝藏的宝库,等

待着我们去挖掘、去领悟。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

更是中华民族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强

大动力[2]。 

当我们沿着红色精神的足迹缓缓前行,用心去感受那些革

命英雄们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时,内心深处便会涌起对他们的

无限崇敬。这种崇敬,是对他们英勇无畏、无私奉献精神的最高

赞誉,也是我们不断学习的源泉。 

1 作用与意义 

1.1传承与宣扬红色精神 

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颗璀璨瑰宝,蕴含着深厚的历

史底蕴和丰富的教育价值[3]。它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既是

对过去革命斗争的深刻总结,又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明亮灯塔。在

全社会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就是要让人民大众深入了解那些在

艰苦岁月中形成的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奉献的伟大精神。

这些精神,如同我们在新时代面对挑战时的内在动力源泉,为我

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力量[4]。 

“三下乡”实践活动,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理论与实践的

桥梁,对于传承和宣扬红色精神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一活动,

人们能够亲身感受革命历史的厚重,铭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从而更加珍视并传承红色传统。 

1.2培育创新思维能力 

传承红色文化绝非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复制粘贴,而

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过程,它要求我们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基

础上,紧密结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对红色文化进行富有

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在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中,学子们拥有了一个绝佳的平台,可以充分发挥各

自的专业特长和创新潜能,积极探索并实践多样化的红色文

化传播路径与教育形式,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新

的光彩。 

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们不应局限于传统方式,而应勇于尝

试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例如,借助虚拟现实(VR)、增强现

实(AR)等前沿科技,他们可以设计并构建出沉浸式的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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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场景,让参与者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革命岁月的艰辛与

辉煌。 

此外,大学生们还可以发挥创意,策划一系列新颖独特的红

色文化主题活动。比如,举办红色文化音乐节,通过音乐这一跨

越时空的语言,演绎红色经典,传递革命精神；或者开展红色电

影放映周,精选反映革命历史、英雄事迹的影片,让观众在光影

交错中感受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这些活动不仅能够吸引更多

年轻人的关注与参与,还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加深他们对红

色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创新实践不仅是对大学生创新思维能

力的一次锻炼,更是对红色文化生命力的一次激活。它鼓励年轻

一代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去审视和传承红色文化,让红色文

化在新时代的语境下焕发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成为推动社

会进步、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源泉。 

1.3增强社会责任感 

参与农村社会实践活动,犹如为大学生开启了一扇洞察社

会现实的窗户。在这里,他们能够以最直观的方式深入了解农村

的发展现状与诸多问题。当他们亲眼目睹农村地区在基础设施

建设、教育资源分配、医疗保障水平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时,内心

深处的社会责任感便会被悄然唤醒。 

在与当地居民的交流和互动中,大学生们收获的远不止是

一份经历。他们从朴实的农村居民身上学习到如何更好地与他

人相处。农村居民的真诚、善良与坚韧,让大学生们懂得了尊重

他人、理解他人的重要性。 

同时,大学生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如何为社会做

出贡献。他们可以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为农村地区提供技

术支持、文化服务和教育帮扶。无论是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

中的难题,还是组织文化活动丰富农村居民的精神生活,亦或是

为农村孩子辅导功课、开拓视野,每一个行动都彰显着他们的社

会价值。 

1.4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在传承红色文化的过程中,学生们能够亲身体验到中华革

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他们会被那些英勇无畏的革命

先烈所感动,被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所震撼,从而增强对本民族

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这种文化自信会深刻地影响学生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

让他们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同

时,它也会激励学生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升自己的综合

素质和能力水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存在的问题 

2.1对红色文化认知的浅薄与片面 

在当今时代,部分大学生在红色文化的认知方面呈现出较

为明显的不足,这一问题在多个层面均有突出表现。首先,从对

红色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来看,许多大学生仅仅停留在极为表

层的认知阶段。他们或许能够记住一些著名革命英雄的名字以

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大致经过,但这种记忆往往是机械性的,缺乏

深入的了解和思考。 

其次,在对红色文化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的理解方面,大学

生们的不足更是显而易见。红色文化所蕴含的坚定信仰,那是无

数革命先烈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铸就的钢铁意志,他们为了理想

和信念,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然而很多大学生对此却知之甚少。

无私奉献精神,是革命先辈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毫不犹豫地舍弃

个人利益,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然而大学生们

在舒适的生活环境中,很难深刻理解这种精神的价值。 

在实践活动中,由于对红色文化的精髓理解不深,他们难以

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宝藏。无法从那些看似平凡的红色故事中,

探寻到背后蕴含的伟大精神力量。这使得实践活动往往流于表

面,缺乏深度和内涵。 

2.2活动内容的零散与碎片化 

在“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的舞台上,部分活动的设计暴

露出明显的碎片化问题。这种零散、不连贯的活动内容,给学生

们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学生在参与这些活动时,由于缺乏系统

性的引导,往往难以形成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和理解。他们无

法从整体上把握红色文化的脉络和精髓,只能看到一个个孤立

的片段。就如同盲人摸象,只能摸到局部,而无法领略到红色文

化这头大象的全貌。无法真正感受到红色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此外,这种碎片化的活动内容还容易导致学生的兴趣和注

意力分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生们的注意力本来就容易被各

种事物所吸引。而当实践活动缺乏连贯性和吸引力时,他们就更

容易失去兴趣,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不仅降低了实践活动

的教育效果,也使得红色文化的传承面临更大的挑战。 

2.3忽视地域特色与盲目照搬 

在部分社会实践活动中,组织者常常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

忽视了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的独特性和地域特色,盲目地照搬其

他地区的活动模式和内容。这种做法犹如削足适履,不仅无法发

挥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的优势,反而会让活动失去特色和活力。每

个地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和历史背景,这些都是

当地群众情感认同的重要基石。然而,当组织者忽视了这些地域

特色,盲目追求形式上的统一和标准化时,就会使得活动与当地

实际情况脱节。 

2.4社会实践成果转化机制缺失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很多团队仅仅满足于简单地

提交一份实践报告,而没有对实践成果进行有效的转化和应用。

这就如同辛勤耕耘后,只收获了果实却没有进行加工和利用,白

白浪费了宝贵的实践资源。 

例如,一些优秀的调研报告本可以为相关部门提供有价值

的参考,为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决策依据。然而,由于缺

乏成果转化机制,这些调研报告往往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文

化创意作品也是如此,一些充满创意和感染力的作品,如红色主

题的绘画、音乐、文学作品等,本可以通过展览、演出、出版等

形式进行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但由于

没有得到有效的转化和应用,这些作品只能在角落里默默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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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长效机制的保障,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获得的红色文化

教育和体验也难以得到巩固和深化。他们可能在实践活动中受

到了一定的触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触动会逐渐淡化。如

果没有后续的活动和机制来强化他们的记忆和感悟,红色文化

的传承就会变得困难重重。 

3 策略与建议 

3.1讲好红色故事,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 

为了讲好红色故事,我们需要从内容、形式和方法上进行大

胆创新和实践。首先,要广泛收集、抢救和整理红色故事资源。

可以组织专业团队深入革命老区、纪念馆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和

采访,挖掘和整理那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和英雄事迹。 

其次,要创新红色故事的传播方式和表现形式。可以利用新

媒体平台和技术手段,如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将红色故事以

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给广大受众。 

最后,要注重红色故事的内涵挖掘和价值提炼。要深入挖掘

红色故事背后的精神实质和时代价值,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和

启示作用的思想观点和价值观念。这些思想观点和价值观念将

成为激励人们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和精神支柱。 

3.2打造红色旅游,助推乡村振兴蓬勃发展 

首先,要精心规划和设计红色旅游线路。可以根据当地红色

文化资源的分布情况和特点,设计具有特色的红色旅游线路和

产品。同时,也要注重与其他旅游资源的整合和联动发展,形成

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体系。 

其次,要加强红色旅游景点的建设和提升。可以加大对红色

旅游景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提高景点的接待能力和服

务质量。同时,也要注重景点的文化内涵和品位提升,打造具有

独特魅力的红色旅游景点。 

最后,要加大红色旅游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可以通过举办红

色旅游节庆活动、开展红色旅游营销活动等方式,提高红色旅游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也要加强与旅行社、酒店等旅游企业

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红色旅游的发展。 

3.3建立多方合作,优化资源整合机制 

传承红色文化需要多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和协作。为了优

化资源整合机制,我们需要加强学校与政府、文化机构、企业等

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首先,要加强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可以与当地政府共同

制定红色文化传承的规划和计划,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要加强学校与文化机构之间的合作。可以与当地文化

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红色文化的研

究、保护和传承工作。 

最后,要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可以与传媒企业合作

开发红色文化宣传产品,与科技企业合作开发红色文化数字化

产品等。通过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

利用,共同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4 结束语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当代大学生只有不断充实自我,紧跟时

代步伐,才能不被时代潮流所淘汰,青年人通过在社会实践中不

断磨炼自己的意志和品格,提升自己的本领,强化责任意识,敢

于担当,拥有敢为人先的勇气,在矛盾面前迎难而上,在危难时

刻争当排头兵,为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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