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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红色文化资源在网络育人情境中“美育思政”一体

化育人体系建设研究
文歆允

西南石油大学，四川省南充市，637001；

摘要：南充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其红色文化资源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与教育意义。本文以网络育

人情境为背景，探讨南充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美育思政”一体化育人体系中的建设路径，并提出了以红色文

化为内核、网络技术为支撑、美育为路径的育人体系构建策略，以期实现对学生价值塑造、审美培育和数字素

养提升的统一，为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有地域特色的实践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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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网

络意识形态复杂化和青年审美多元化的双重挑战。随着

数字时代的深入发展，传统思政教育模式已难以有效满

足当代青年的需求，而红色文化作为高校思政及美育工

作的重要资源，在提升学生审美情操的同时，更能为美

育课程注入深厚的文化内涵
[1]
。在此背景下，如何深入

挖掘地域红色文化资源，构建符合青年认知特点的育人

模式尤为重要。以川陕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南充为

例，该地区不仅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还集聚了多

所高等院校，这些优势为构建高校“美育思政”一体化

育人体系提供了基础条件。

1 南充红色文化资源的美学价值与思政功能

1.1 南充红色文化资源的美学价值

南充红色文化资源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在建筑艺

术方面，三大代表性建筑各具特色：朱德故居融合了川

北民居建筑风格与客家文化元素，巧妙呼应了琳琅山五

角星形地貌特征；张思德纪念馆将仪陇传统“篆刻”艺

术与嘉陵江“离堆”自然景观相结合，打造出“印之离

堆”的独特设计理念；阆中红军烈士纪念园则通过生态

景观设计，实现了革命历史记忆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这些建筑不仅具有实用功能，更通过空间布局、造型设

计、材料运用等艺术手法，传递出革命精神与地域文化

的深刻内涵。在生活美学层面，朱德故居陈列的蚕房调

温天窗、石碾等生产工具，不仅是革命历史的实物见证，

更展现了劳动人民朴素而智慧的生活美学。这些器物通

过其功能设计、制作工艺和实用价值，体现了“实用即

美”的朴素美学思想。张澜纪念馆中母亲手工制作的粗

布鞋，以质朴的工艺和简约的造型，诠释了清廉自守的

精神品格，构建起“器物-人物-精神”三位一体的审美

体系。这种将物质文化与精神价值相统一的审美特征，

为当代大学生理解革命文化提供了直观的审美载体。

1.2 南充红色文化资源的思政功能

南充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多层次的思政教育功能。在

理想信念教育维度，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等战役

展现的革命坚定性，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

内涵；朱德、罗瑞卿等革命先辈活动遗迹，为爱国主义

教育提供了鲜活素材。在品德修养方面，张澜先生“布

衣校长”的清廉作风、老红军艰苦奋斗的事迹，为学生

树立了可感可知的道德典范。这些红色文化资源通过革

命遗址、历史文物和英雄事迹等具体载体，将抽象的政

治理论转化为形象生动的教育素材，实现了思想教育的

具象化、情境化和情感化，有效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

亲和力和实效性，让学生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自然接

受精神洗礼。

2 网络育人环境的特点与挑战

2.1 网络育人环境的基本特征

当前，网络育人环境呈现出“移动化、碎片化、可

视化”的典型特征。据第一财经等联合机构发布的《大

学生上网行为观察报告》显示，大学生最常使用排名前

五的手机 APP 类型分别是社交、音视频、游戏、学习以

及购物五大类，且超 6成大学生每日使用手机在 5小时

以上，其中，音视频类软件和社交使用比例基本持平，

均超62%
[2]
。这种媒介使用习惯催生了两个显著趋势：

一方面，视觉化表达已成为主流信息接收方式，图文内

容的传播效率显著优于纯文本形式；另一方面，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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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卡片等载体推动的“微学习”模式日益普及，这对

教育内容提出了模块化设计和轻量化呈现的新要求。

2.2 网络育人面临的挑战

参与式文化的兴起推动育人模式从单向传播向多

维互动转型，00后大学生群体展现出强烈的互动需求：

92%的学生习惯通过弹幕、评论等方式参与内容共创，8

5%的学生倾向于在社交平台主动分享学习内容，超过四

分之三的学生表现出对游戏化教学设计的明确偏好。这

种高参与度既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交互式、沉浸式的

创新路径，也对传统的“教师主导—学生接受”美育模

式形成挑战，要求教育者构建更具开放性、互动性的网

络育人生态，以适应青年群体的认知特点和参与需求。

3 网络育人情境下“美育思政”的内在逻辑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面临数字化所带来的严峻

挑战，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现实困境：其一，单向灌输

式的传播模式与当代青年碎片化、互动化的信息接收习

惯存在显著矛盾；其二，程式化的内容表达方式难以引

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导致学生参与度不高；

其三，单一的传播渠道无法有效覆盖多元化的网络信息

场景
[3]
。在此背景下，将美育融入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

有利于实现红色文化向个体内化，并增强红色文化的教

育功能
[4]
。而“美育思政”作为创新教育范式，其内在

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审美认知与价值引领具有同构性

视觉化传播不仅是一种信息呈现方式，更是一种认

知建构过程，且图像比文字更易被快速处理和记忆。这

种人体认知的生理基础使审美体验成为价值观传递的

有效载体，通过激发情感共鸣实现价值认同的内化，达

成“无痕渗透”的育人效果。

3.2 艺术表达与思想传播具有共生性

00 后大学生作为“Z世代”的重要群体，更习惯于

在弹幕文化、国风音乐、互动视频等亚文化语境中获取

信息。这一传播特征为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提供了新思

路，即通过将主流价值观转化为青年群体喜闻乐见的艺

术符号，实现红色文化在年轻群体中的破圈传播与共鸣

表达。

3.3 情感体验与理性认知具有协同性

神经教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当学习过程同时

激活大脑边缘系统（情感中枢）与前额叶皮层（认知中

枢）时，学习效能可提升 40%以上
[5]
。基于这一原理，

“美育思政”通过构建沉浸式审美情境，建立情感唤起

与理性思考的良性互动机制，可以最终形成“认知-情

感-行为”完整育人闭环。

4“美育思政”一体化网络育人体系建设路径

4.1 网络育人矩阵构建

构建红色文化网络育人体系，需统筹推进新媒体平

台建设、互动学习、数字资源建设三大工程。在平台建

设方面，应充分发挥高校资源优势，打造“南充红色文

化”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新媒体传播矩阵，可采用“一

分钟红色故事”短视频、革命文物拟人化演绎、红色历

史漫画连载等形式，切实增强红色文化的时代感和吸引

力。在互动学习体验方面，重点开发“红色南充知识闯

关”、“革命遗址 AR 寻宝”等沉浸式学习小程序，设

计答题积分、学习排行榜等激励机制，并与高校课程体

系衔接，从而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在数字资

源建设方面，系统整理区域内 224 处革命遗址的数字化

资源，同时整合高校红色文艺作品的创作解析资源，构

建服务于教学科研的专题数据库，并向社会开放共享，

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4.2 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是育人的主渠道。构建“美育思政”一体化育

人体系，需要打造系统化、多层次、立体化的课程体系，

具体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建立阶梯式本土育人课程体系。针对不同学段

学生的认知特点，设计差异化的本土红色美育课程。基

础教育阶段重点开发《红色地标手绘》《红色歌谣传唱》

等趣味性通识课程，通过简笔画、童谣等艺术形式传递

革命精神；高等教育阶段侧重开设《红色文化与审美教

育》《革命文物艺术价值》等理论性选修课程，引导学

生运用美学理论分析朱德故居建筑符号、张澜布鞋工艺

美学等文化内涵，实现“大中小学红色美育一体化”的

衔接。

二是打造专业融合式课程群。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特

点，将红色文化有机融入专业教育
[6]
。如新闻传播专业

开设《红色新闻史》，设计专业设置《红色视觉设计》，

表演专业排演红色经典剧目等，并结合各大专业比赛开

展实践教学，实现专业教育与红色文化教育的深度融合。

三是设计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建设红色美育 MOO

C 课程，开发微课视频、数字展馆等教学资源；线下开

展研讨交流、艺术创作等实践活动，学生可先在线上学

习作品解析，再通过线下分组讨论、临摹创作深化理解，

最后通过网络平台展示学习成果，以此充分发挥网络育

人和传统课堂的优势。

https://news.qq.com/rain/a/20240919A09DHJ00]]%E3%80%82%E8%BF%99%E7%A7%8D%E5%AA%92%E4%BB%8B%E4%BD%BF%E7%94%A8%E7%94%9F%E6%80%81%E5%82%AC%E7%94%9F%E4%BA%86%E4%B8%A4%E4%B8%AA%E6%98%BE%E8%91%97%E8%B6%8B%E5%8A%BF%EF%BC%9A%E4%B8%80%E6%96%B9%E9%9D%A2%EF%BC%8C%E8%A7%86%E8%A7%89%E5%8C%96%E8%A1%A8%E8%BE%BE%E5%B7%B2%E6%88%90%E4%B8%BA%E4%B8%BB%E6%B5%81%E4%BF%A1%E6%81%AF%E6%8E%A5%E6%94%B6%E6%96%B9%E5%BC%8F%EF%BC%8C%E5%9B%BE%E6%96%87%E5%86%85%E5%AE%B9%E7%9A%84%E4%BC%A0%E6%92%AD%E6%95%88%E7%8E%87%E6%98%BE%E8%91%97%E4%BC%98%E4%BA%8E%E7%BA%AF%E6%96%87%E6%9C%AC%E5%BD%A2%E5%BC%8F%EF%BC%9B%E5%8F%A6%E4%B8%80%E6%96%B9%E9%9D%A2%EF%BC%8C%E7%9F%AD%E8%A7%86%E9%A2%91%E3%80%81%E7%9F%A5%E8%AF%86%E5%8D%A1%E7%89%87%E7%AD%89%E8%BD%BD%E4%BD%93%E6%8E%A8%E5%8A%A8%E7%9A%84
https://news.qq.com/rain/a/20240919A09DHJ00]]%E3%80%82%E8%BF%99%E7%A7%8D%E5%AA%92%E4%BB%8B%E4%BD%BF%E7%94%A8%E7%94%9F%E6%80%81%E5%82%AC%E7%94%9F%E4%BA%86%E4%B8%A4%E4%B8%AA%E6%98%BE%E8%91%97%E8%B6%8B%E5%8A%BF%EF%BC%9A%E4%B8%80%E6%96%B9%E9%9D%A2%EF%BC%8C%E8%A7%86%E8%A7%89%E5%8C%96%E8%A1%A8%E8%BE%BE%E5%B7%B2%E6%88%90%E4%B8%BA%E4%B8%BB%E6%B5%81%E4%BF%A1%E6%81%AF%E6%8E%A5%E6%94%B6%E6%96%B9%E5%BC%8F%EF%BC%8C%E5%9B%BE%E6%96%87%E5%86%85%E5%AE%B9%E7%9A%84%E4%BC%A0%E6%92%AD%E6%95%88%E7%8E%87%E6%98%BE%E8%91%97%E4%BC%98%E4%BA%8E%E7%BA%AF%E6%96%87%E6%9C%AC%E5%BD%A2%E5%BC%8F%EF%BC%9B%E5%8F%A6%E4%B8%80%E6%96%B9%E9%9D%A2%EF%BC%8C%E7%9F%AD%E8%A7%86%E9%A2%91%E3%80%81%E7%9F%A5%E8%AF%86%E5%8D%A1%E7%89%87%E7%AD%89%E8%BD%BD%E4%BD%93%E6%8E%A8%E5%8A%A8%E7%9A%84


当代教育与艺术 Anmai/安麦 2025年 1卷 4期

70

4.3 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开展“美育思政”一体化育人体系的重要力

量。通过设计“美育思政教师能力提升计划”，定期组

织思政教师参加美学理论、艺术鉴赏等跨学科培训，提

升其审美素养与教学能力。创新建立校馆合作机制，选

派优秀教师到革命纪念馆、博物馆参与展览策划、文物

研究等实践工作，丰富其教学素材积累。同时，完善教

师考核激励机制，将课程创新、教学成果等纳入评价体

系，设立专项奖励基金，有效调动教师参与教学改革的

积极性。通过这些举措，逐步打造一支既精通思想政治

教育又具备艺术修养的复合型教师队伍。

4.4 实践平台搭建

实践是深化认知、促进学生体验感悟红色文化及开

展美育教育的关键，需从数字化体验、艺术创作及平台

交流三个角度协同推进。一方面，可借助现代技术打造

数字化红色体验场景。运用 3D 建模、全景摄影及 VR/

AR 技术，对南充朱德故居等红色遗址数字化复原，开

发“升钟寺起义”等沉浸式虚拟展馆与交互体验项目，

让学生“亲临”革命现场，实现从“参观”到"“参与”

的转变。另一方面，可开展艺术创作与互动活动。组织

学生设计以南充红色故事为原型的文创产品，开展红色

微电影拍摄等艺术创作，如将革命烈士日记改编成情景

剧，完成从理论学习到实践创新的全过程育人。同时，

还可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发起"#南充红色记忆"话题挑战，

邀请网络达人参与创作“美学解说”短视频，鼓励学生

上传红色主题摄影作品参与评奖。最后，可搭建“南充

红色文化传承者”线上论坛，为学生提供展示交流平台，

这种“理论学习-实践创作-成果分享”的闭环育人模式，

既能深化学生的思想认知，又能形成可持续的教育资源，

实现红色文化教育的良性循环。

5 结语

研究基于网络育人情境，探索了南充红色文化资源

在高校“美育思政”一体化育人体系中的建设路径。将

地域红色文化资源与网络技术、美育手段融合，能够有

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实效性。通过构建网络

矩阵、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实践平台“四位一体”的

育人体系，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具有地域特色的

实践方案。

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一是加强红色

文化资源数字化标准建设，建立统一的资源采集、处理

和存储规范；二是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红色文化传播中

的应用，如开发智能导览、个性化推荐等系统；三是开

展长期追踪研究，评估“美育思政”对当地大学生价值

观形成的实际影响。此外，还需要关注网络环境下红色

文化传播的伦理边界，确保在创新形式的同时不损害红

色文化的严肃性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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