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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色文化资源是高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内容。信息化时代探讨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赋能高

校思政课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深入分析，梳理了高校思政课建设

面临的现实困境。在综合分析高校思政课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国

内高校实际，提出了高校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赋能思政课建设的有效策略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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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culture resourc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Exploring the digital empowerment of red culture resour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signific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real dilemmas 

fac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se dilemmas, and adhering to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while considering the practical realities of domestic 

universities, the paper proposes effective strategi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universities to utilize digital 

empowerment of red culture resour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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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历程中，“红色文化作

为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

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1]，承载着厚

重的历史记忆与不朽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

期艰苦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价值观与文化认同的象

征，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思想根基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进的背景

下，高校思政课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关键阵地，承载着传授思想政治知识、塑造学生

品德与价值观念的重要使命。然而，面对新时代教

育环境的深刻变革，传统的思政教育方式与手段逐

渐显露出吸引力不足、互动性欠缺的问题，亟需通

过创新手段进行突破与改进。数字化时代的来临，

为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与高校思政课的建设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如虚拟

现实（VR）、增强现实（AR）、大数据以及人工智

能（AI）等先进工具，红色文化资源得以跨越时空

限制，以更加生动、直观且互动性强的方式展现，

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教学趣味性。

在此背景下，如何正视面临的现实困境、有效实现

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并将其赋能于高校思

政课建设之中，以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已成为

当前学术界与教育实践领域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2 研究现状综述 

2.1 国内研究现状 

2.1.1 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的探讨，取

得了可喜的进展。董玉兰（2020）指出，数字化技

术不仅能够保存和传承红色文化资源，还能通过多

维展示功能，提高思政课的互动性与吸引力。李伟

（2021）强调，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的应用能推动

思政教育内容的现代化与形式创新，使之更加贴近

当代大学生的需求。这些研究为红色文化资源数字

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1.2 红色文化数字化与思政课的融合研究 

在红色文化数字化与思政课的融合方面，学者

们进行了积极探索。张立峰（2022）提出，利用虚

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能够让学

生身临其境地体验历史事件，从而增强红色文化教

育的感知性和代入感。唐丽梅（2020）则主张利用

数字化平台进行互动式教学，如开发专题课程、在

线学习平台、红色文化数字博物馆等，以提高思政

课的参与感和互动性。这些研究为红色文化资源与

思政课的有效融合提供了实践路径。 

2.1.3 高校思政课程建设中的红色文化资源利用 

在高校思政课程建设中，如何有效融入红色文

化资源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王新宇（2023）认

为，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不仅是教学内容的扩展，

更是教学理念的创新，数字化资源能够助力高校思

政课程形成更多元化的教育形式，提升课程的吸引

力和思辨性。这一观点为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

课中的有效利用提供了新思路。 

总之，国内学者在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及其在

高校思政课建设中的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这

些研究为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建

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未来，应继

续深化相关研究，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课

中的有效利用与创新发展。 

2.2 国外研究现状 

尽管国外研究较少直接聚焦于中国的红色文

化资源，但其在文化资源数字化和数字教育领域的

探索依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 

2.2.1 数字文化资源与教育的结合 

西方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学者们早已认识到文

化资源数字化在教育中的巨大潜力。美国学者 Terry 

G. F. Wilkerson（2019）的研究表明，数字化文化遗

产的利用为教育开辟了新的路径，特别是虚拟现实

（VR）技术的应用，为历史教育带来了革命性的变

革。数字化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沉浸式的学习体验，

还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探究欲望，增强了学生对历

史的认同感。这一发现与国内学者关于红色文化资

源数字化的研究相呼应，共同强调了数字化技术在

提升教育效果方面的重要作用。 

2.2.2  数字化历史教育的影响 

在欧洲，众多博物馆和文化遗址纷纷采用数字

化手段展示历史，帮助学生从全新的视角理解历史

事件。如英国的“数字博物馆计划”通过提供丰富

的虚拟展览和在线互动教学平台，向全球观众传递

历史文化信息，不仅提高了历史教育的趣味性和互

动性，还显著增强了教育效果，为红色文化资源数

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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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表明数字化技术能够跨越文化和地域的界限，

为教育带来广泛的变革。 

2.3 述评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内

还是国外，关于文化资源数字化在教育中的应用都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国内研究更侧重于红色文化资

源的数字化及其在高校思政课中的具体应用，而国

外研究则更多地关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和历史教

育的创新。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两者都强调了

数字化技术在提升教育效果、增强学习体验方面的

重要作用。数字化手段能够使红色文化资源以更加

生动、立体和互动的方式进入课堂，从而提升思政

课的教育效果和吸引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

展，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将在高校思政课建设中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借鉴国外在数字化教

育和文化资源利用方面的成功经验，也将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推动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

课建设的进程。 

3 现实困境 

尽管数字化赋能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课

建设中展现出巨大潜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

面临多重现实困境，直接影响到思政课建设的实

效。 

3.1 技术平台与基础设施的局限 

许多高校在推进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过程中，

遭遇技术平台和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瓶颈。尽管部分

高等院校已尝试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

（AR）技术及在线教学平台等数字化手段，但在设

备配置、资源共享、数据存储等方面仍存在显著差

距。特别是中小型院校，受资金或技术条件限制，

难以构建高效的数字化平台，从而限制了红色文化

资源的广泛传播与有效利用。 

3.2 红色文化内容数字化的不足 

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程度普遍较低，成为制

约其在教学应用中发挥作用的另一重要因素。一方

面，传统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进程缓慢，部分珍

贵文献、历史档案等资源尚未得到充分数字化保

存，或因版权问题难以广泛共享。另一方面，现有

数字化内容存在碎片化、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的问

题，难以形成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教育内容体系。 

3.3 师生数字素养的欠缺 

在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应用中，师生的数字素

养成为制约其效果的关键因素。教师往往更依赖传

统教材和教学模式，对新兴数字技术的掌握有限，

难以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教学效果。而学生虽

然对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较为熟悉，但在如何正确

使用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方面仍需高水平引导和

教育。 

3.4 红色文化与现代教学的融合难题 

红色文化与现代教学内容的融合不足，是数字

化红色文化资源难以有效融入高校思政课程体系

的又一难题。传统教育模式的局限导致课程内容呈

现方式、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创新不足，难以充分发

挥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的优势。如何将红色文化与

当代学生思想观念相契合，通过数字化方式实现教

学互动和情感共鸣，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3.5 内容质量与教学效果评估的困难 

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容质量参差不齐，且

缺乏有效的评估机制。部分资源存在过度商业化或

娱乐化倾向，削弱了其教育意义。同时，数字化资

源在实际教学中的效果缺乏科学评价体系，难以准

确评估其在思政教育中的影响。 

3.6 个性化与互动性不足 

思政课程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实现思想政

治教育的个性化、互动化和多元化。然而，目前的

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往往较为单一和传统，缺乏足

够的互动性。学生虽然能通过数字化手段接触更多

红色文化素材，但这一过程常呈单向性，缺乏与学

生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的有效互动。 

3.7 伦理与法律问题的挑战 

在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还面临版

权、隐私和数据安全等伦理与法律问题的挑战。如

何保障原始资料的版权、合法使用和传播相关内

容、避免未经授权的资料滥用等，均需严格遵循法

律规范。同时，数字化手段的广泛应用可能引发对

学生隐私的担忧，如何平衡技术使用与道德法律要

求，避免滥用数字技术，也是高校在推进数字化思

政课建设时需特别注意的问题。 

4 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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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正视问题，

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深化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建设

校园文化，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然要

求”[2]。 

4.1 构建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平台 

“数字化技术能够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有

助于赋能高校思政课，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育

人价值”[3]，为现代高校思政课建设提供坚实的技

术支撑，需构建一个集成化的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

平台。该平台应集成红色文化经典文献、历史档案、

革命遗址资料、红色歌曲、红色电影等资源，形成

集资料查询、互动学习、在线讨论等功能于一体的

多媒体学习平台。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技术，

为师生提供丰富、实时更新的红色文化资源。具体

措施包括：开发红色文化数据库，整合书籍、文献、

影像、音频等资料；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

实（AR）技术，创建革命历史遗址、场景的数字化

复现，增强沉浸式学习体验；设计互动模块，支持

线上讲座、专题研讨会、红色文化知识竞赛等多样

化学习活动。 

4.2 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多媒体教学设计 

利用视频、动画、音频等多媒体手段，将红色

文化资源转化为生动、直观的教学内容，增强学生

的感官体验和情感共鸣。具体措施包括：制作红色

文化专题教学视频、纪录片，介绍革命历史人物、

故事等；通过动画、互动课件等形式呈现历史事件、

革命过程，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理论和历史情境；

开设在线课程、微课程，将红色文化教育与学科知

识相结合，促进跨学科融合。 

4.3 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的跨学科融合 

高校要“讲好红色故事点亮学科育人新引擎，

弘扬红色精神赋予学生青春奋斗新动能，联动红色

教育实践基地打造铸魂育人新样态”[4]，要将数字

化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其他学科教学中，增强红色文

化的渗透力与感召力。具体措施包括：将红色文化

元素融入文学、历史、艺术、哲学等学科教学内容

中；开展红色文化专题的科研项目，鼓励学生和教

师结合数字化技术进行红色文化的研究与创新；利

用数字化手段，将红色文化案例、人物事迹与学生

的实际生活和成长路径相结合。 

4.4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升个性化教育 

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学生的学习

兴趣、行为数据，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和方式。

具体措施包括：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学生的学习

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和资源推荐；开发人

工智能导师系统，提供即时的辅导和反馈；建立学

习社区，鼓励学生通过线上互动、讨论等形式分享

学习心得。 

4.5 打造红色文化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模式 

高校要“不断拓展以参与为特色的实践教学，

发挥实践教学的独特教育价值；要创新以引导为重

点的网络导学，实现思政课线上线下协同发力”[5]，

要构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让学

生在课堂内外都能得到全面的红色文化熏陶。具体

措施包括：开展线下红色文化参观活动，线上结合

互动问答、课程学习等手段形成有效结合；利用直

播技术、短视频平台进行红色文化的在线直播讲

座、专题教学；组织线上红色文化故事竞赛、作品

创作大赛等，激发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兴趣和创作热

情。 

4.6 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长期更新与维护 

“把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采集、保存、管

理、修复、再现、展示、传播,有利于红色文化的

传承保护与发展”[6]，要建立红色文化资源的长期

更新机制，确保资源内容的时效性和教育的连续

性。具体措施包括：定期更新和维护数字化资源库，

增加新的红色文化材料和革命历史资料；鼓励高校

师生参与到红色文化资源的采集、整理和数字化工

作中；利用数字化工具进行大规模的线上普及工

作。 

4.7 提升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 

高校要“拓展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信息化载体，

打造新型学习共同体”[7]，加强对思政课教师的信

息化教学培训，提升他们对数字化教学工具的掌握

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定期组织信息化教学培训，

提高思政课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鼓励教师开发

基于红色文化的数字化教学内容；通过教师之间的

经验交流，促进数字化教学方法的分享和推广。 

5 结语 

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传统的红色文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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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得以转化为可视化、互动化、个性化的教育工具。

这些工具不仅丰富了思政课的教学内容，还极大地

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与教学效果。展望未来，“高

校要在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建设、文体活动、社会

实践、智慧校园建设多角度全方位融入”[8]红色文

化资源，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建设要进一步深

化，展现出更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教学模式。随着信

息技术的不断革新，数字化工具和平台将更加智能

化和高效化，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

教学和学习体验。同时，数字化资源的共享与协作

将成为思政教学的重要趋势，高校间、区域间以及

跨学科的资源整合和共享平台将大大提高教学资

源的使用效率，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思政教育生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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