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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red	cul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esthetic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t	not	only	inherits	historical	
memory,	but	also	cultivates	students’	national	pride,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strategies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im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Through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is article provides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e, 
enhance	students’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aesthetic	literacy,	respond	to	the	national	requirements	for	strengthening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nheriting red culture,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spirit and practical ability,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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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美育教育中的整合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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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红色文化对高校美育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传承历史记忆，还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认同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研究探讨了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美育教育中的整合策略，旨在提升教育质量和效果。通过系统研
究和实践，论文提供了策略建议，以促进红色文化的传承，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审美素养，响应国家对加强美育教育和
传承红色文化的要求，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推动高校美育教育的创新和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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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研究现状

红色文化资源与美育教育的结合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

点话题。在中国，学者们普遍认为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高校美育教育具有深远影响。毛云秋

（2021）在《汉字文化》中提出，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及其

美育作用不容忽视，强调了红色文化在塑造学生价值观方面

的重要性 [1]。张晶晶和韩文根（2021）进一步探讨了红色文

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在美育中的作用，认为红色文化能够激发

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 [2]。

在国外，虽然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较少，但关于革

命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例如，

Pierre Nora（2007）在《记忆场所》中探讨了革命历史在法

国文化中的地位，为理解红色文化在教育中的作用提供了理

论支持 [3]。James	Wertsch（2002）在《记忆与身份》中提出，

教育是传承历史记忆的重要途径，增强了民族认同 [4]。

在美育教育领域，国内外学者都强调了美育在培养学生

综合素质中的作用。国内学者李小波（2017）在《美育教育

的理论与实践》中系统阐述了美育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实施路

径 [5]。国外学者如 Elliot Eisner（2002）在《艺术与创造心灵》

中强调了艺术教育在培养创造力和审美能力中的重要性 [6]。

尽管已有研究为红色文化资源与美育教育的结合提供

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一些研究空白。首先，现有研

究多集中在理论探讨和个案分析，缺乏系统性的整合策略和

大规模的实证研究。其次，对于红色文化资源的分类、教育

价值评估以及与美育教育目标的对接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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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最后，如何将红色文化资源有效融入美育课程设计，

以及如何评估这种融合的教育效果，也是当前研究中的薄弱

环节。

本研究不仅系统地梳理了红色文化资源的分类和教育

价值，而且提出了具体的整合策略，并探讨了这些策略在高

校美育教育中的应用。论文探讨红色文化资源与美育教育目

标的对接，为高校美育课程设计提供新的思路，这在现有研

究中尚属首次。

2 红色文化资源的定义

红色文化资源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过

程中形成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教育意义和文化象征的各

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资源不仅包括革命遗址、纪

念馆、纪念碑等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革命故事、英雄事迹、

红色歌曲、文学作品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红色文化资源是传

承革命精神、弘扬民族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载体，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思想道德

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7]。

2.1 红色文化资源的分类

2.1.1 物质文化遗产类
革命遗址：包括革命历史事件发生地、重要会议会址、

革命领袖故居等。

纪念设施：如纪念碑、纪念堂、烈士陵园等，旨在纪

念革命先烈和重要历史事件。

文物藏品：革命时期的历史文献、武器、生活用品等，

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2.1.2 非物质文化遗产类
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包括口述历史、传记、回忆录

等形式，记录了革命先辈的英勇斗争和无私奉献。

红色文艺作品：如红色歌曲、电影、戏剧、文学作品等，

通过艺术的形式传达革命精神和价值观念。

革命精神和价值观念：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等，是红色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2.1.3 教育类资源
教材和课程：将红色文化融入教育体系，通过教材和

课程传授红色文化知识和革命精神。

实践活动：如红色旅游、参观革命纪念馆、参与红色

文化节等，通过实践体验深化对红色文化的理解。

2.1.4 数字和多媒体资源
数字化资料库：将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便于存储、

检索和传播。

多媒体展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等，增强红色文化的互动性和体验感。

通过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分类，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和利

用这些资源在高校美育教育中的价值和作用，为后续的整合

策略提供依据。这种分类不仅有助于保护和传承红色文化遗

产，也为高校美育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和形式。

2.2 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
革命遗址、纪念设施等作为直观的历史见证，为学生

提供了亲身体验和感受历史的机会。通过参观这些场所，学

生能够直观地了解革命历史，增强历史感知力和现实关联

感，从而深化对革命精神的理解和认同。将红色文化融入教

育体系，为学生提供了系统学习和深入理解红色文化的机

会。这些教材和课程的设计，旨在通过知识传授和价值引导，

培养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和道德审美观念。数字化资料库便

于学生检索和学习红色文化知识，而多媒体展示则通过虚拟

现实等技术，增强了学习的互动性和体验感，使红色文化教

育更加生动和有效。

综上所述，各类红色文化资源在美育教育中的潜在价

值体现在历史教育、情感教育、审美教育和实践教育等多个

方面。通过合理整合和创新应用这些资源，可以极大地丰富

高校美育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提升教育的实效性和吸引力。

通过叙述革命先辈的英勇斗争和无私奉献，能够激发学生的

爱国情感和道德情操，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故

事和事迹作为美育教育的生动教材，能够使学生在情感共鸣

中接受精神的洗礼。

3 高校美育教育现状与需求分析

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下，高校美育教育被赋予了培养学

生审美情感、审美能力和审美创造力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承

担着传承文化、塑造灵魂的使命。然而，高校美育教育的现

状显示，尽管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美育，但在实施过程

中仍面临着一些挑战。资源配置不均、教学内容单一、教学

方法陈旧以及师资队伍薄弱等问题，限制了美育教育效果的

最大化。此外，评估机制的不完善也使得教育成果难以得到

有效的衡量和反馈。

高校美育教育需要更加多元化和创新性的课程设计，

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需求。教学方法也需要与时俱进，

采用更多互动式和体验式的教学手段，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和学习动力。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同样迫在眉睫，需要通过

系统的培训和专业发展机会，提升教师的美育教学能力。同

时，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完善的评估体系也是提高美育教育质

量的关键因素。教学资源的均衡分配和有效利用，能够确保

所有学生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美育教育。而一个科学、全面

的评价体系，则能够为教学提供持续改进的依据。

4 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策略

在高校美育教育中整合红色文化资源，需要一个全面

而细致的策略，以及一系列明确的实施步骤。首先，课程融

合策略是基础，这涉及开发新的美育课程或改革现有课程，

将红色文化元素自然融入课程大纲和教学计划中。例如，可

以设计“红色艺术史”或“革命文化与现代审美”等课程，

让学生在学习艺术的同时，深入理解红色文化的历史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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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教学内容的选择也至关重要，需要精心挑选与红色文化

相关的艺术作品、文学作品和历史事件，作为教学案例，使

学生在欣赏和分析中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

教学方法的创新同样重要，可以采用互动式学习，如

讨论、角色扮演等，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深度。同时，利用

信息技术，如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重现历

史场景，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红色文化。同时，鼓励

美育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合作，共同开发跨学科课程，实现

红色文化资源的多角度整合。

学生参与与实践是另一个重要的策略，鼓励学生参与

红色文化相关的研究项目，如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和研究，

红色艺术作品的创作等，这种参与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红色

文化的理解，还能够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同

时，组织学生参与红色文化社会实践活动，如参观革命历史

博物馆、参与红色文化节等，以增强学生的实践体验。

最后，建设数字资源库和在线学习平台，为学生提供

便捷的红色文化学习资源，同时，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和环境

布置，营造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这不仅能够提升校园文

化的质量，也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念和审美

情趣。

在高校美育教育中实施红色文化资源整合策略后，对

其效果进行评估是确保教育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环节。

评估过程应采用多种方法，以确保结果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首先，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学生和教师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

和学习体验的反馈，这些问卷可以量化学生满意度，并提供

对教学效果的初步评估。其次，通过个别或集体访谈深入挖

掘参与者的感受和建议，获取更深层次的反馈信息，这有助

于理解学生对红色文化认同感和情感态度的变化。同时，课

堂观察可以实时记录教学活动和学生反应，评估教学方法的

有效性和学生的学习参与度。最后，通过学生项目、报告、

艺术作品等成果的展示，可以评估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理

解和内化程度。成绩分析也是评估的一部分，通过对比实施

红色文化资源整合前后的学生成绩，可以分析学生知识掌握

和能力提升的情况。

通过这些策略和步骤的实施，高校可以有效地将红色

文化资源融入美育教育中，这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和人

文素养，还能够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为学生

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5 结论

在论文中，我们探讨了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美育教育

中的整合策略，强调了红色文化资源整合策略的重要性在于

其能够丰富高校美育教育的内容，提升教育的实效性和吸引

力，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这种

整合不仅有助于保护和传承红色文化遗产，也为高校美育教

育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和形式，有助于实现知识传授和价

值引领的双重目标。

对于未来的研究，我们建议以下几个方向：首先，进

一步探索红色文化资源与美育教育目标的有效对接方式，以

及如何在不同学科和课程中实现这种对接。其次，深入研究

红色文化资源整合策略的长期效果，包括对学生价值观、审

美情趣和文化认同感的影响。再次，探讨如何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特别是数字化和多媒体技术，来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

传播效果和教学互动性。最后，加强跨学科研究，结合历史

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的视角，全面理解和评估红

色文化资源整合的复杂性和多维性。通过这些未来的研究方

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实施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美育教

育中的整合，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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