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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经典是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阅读红色经典对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和主题学习教育等思

想政治教育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是促进红色基因传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基于此，选择共青科教城五所高校就红色经典阅读情况开展了调查以了解地方高校红色经典阅读的现实

困境。结果显示：地方高校大学生对红色经典有积极的认同，但是阅读兴趣不高，阅读量少主动性不够，

存在畏难心理，阅读资源的供给未能有效契合学生的阅读方式等。针对此情况，要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

引导作用的基础上，丰富实践活动体验以激发阅读兴趣，用好新媒体技术以实现立体化阅读，加强党团

合作以保障学习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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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classics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and manifestation of red culture. Reading red classics 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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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significance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 such as party history learning 
education and theme learning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of red genes, cultivate and practice socialist core values. Based on this, five colleg-
es in Gongqing City were selected to carry out a survey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red 
classics read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ocal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positive recognition of red 
classics, but their interests in reading is not high, the amount of reading is not enough, the initia-
tive is not enough, psychological fear is inexistence, and the supply of reading resources fails to 
effectively fit the students’ reading style. The tendency of story-telling of reading themes is ob-
vious, and the way of reading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on the 
basis of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guiding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should enrich 
the experience of practical activities to stimulate reading interest, make good use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to achieve three-dimensional reading, and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League to ensure the timeliness of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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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2 年以来，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受到前所未有地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传

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1]。红色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民族独立、国

家解放、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富有中国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

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的一系列文献、作品、革命遗迹以及先进事迹等的优良作风、革命精

神、道德传统 [2]。红色经典是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是以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进行伟大

革命与伟大斗争为主题和题材的文艺精品，它“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选择，展现了民族史

诗性的卓越追求” [3]，其鲜明的政治立场，丰富的精神内涵，以及丰富各异的民族智慧，一旦融入我们

的现实生活中，就会使得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浸润于智慧和活力之中，极大地提升我们的文化素养和思

维能力 [4]。在党史学习和主题教育的背景下，红色经典阅读是促进红色基因传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也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帮助广大青年坚定崇高理想的有力举措。因此，

把脉地方高校大学生红色经典阅读实情，谋求应变之道，寻求应对之策，提升红色经典阅读实效，以提

升党史学习和主题教育成效，显得尤为必要。 

2. 现实困境：地方高校大学生红色经典阅读现状调查分析 

2.1. 研究范围与调查方法 

依据研究目的，采取在线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江

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的 1000 名不同年级

的学生进行调查，收回有效问卷为 913 份，有效率为 91.3%。其中大一学生为 386 人，大二学生 272 人，

大三学生 153 人，大四学生 102 人，学生党员 38 人，预备党员 60 人。同时，采用线下访谈的方式采访

了 11 位大学生。线上调查和线下访谈对象中均包括了大学生党员或预备党员、非党员学生等等，样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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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代表性。 

2.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2.1. 红色文化及红色经典的时代价值得到普遍认同 
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94.19%的受调查学生认为红色文化具有时代价值，93.54%的人认为“有必要”

或“非常必要”传承红色文化，而极少数同学则表示“没有必要”传承红色文化；82.26%的学生认为红

色经典阅读具有积极正向作用，对自身的人格塑造和道德修养提升等有积极影响。说明弘扬主旋律的红

色文化依然积极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价值取向，也说明当代绝大多数大学生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是比较积

极正向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反映了地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开展的红色文化教育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 

2.2.2. 学生阅读兴趣不高 
虽然受调查者积极认同红色经典的阅读价值，但是出乎意料地发现：整体上来说，对阅读红色经典

表示“有兴趣”或“很有兴趣”的学生只有 425 人，占了受调查对象的 46.55%，多数人对红色经典的阅

读兴趣不高或者没有兴趣并表现出专业差异。对阅读红色经典“有兴趣”或“很有兴趣”的文科类专业

学生占比达到了 61.18%，而持同样态度的理工类专业学生只有 38.82%。红色经典由于具有较高的思想文

化价值，“是那个时代精神风貌的具象化表现，蕴含着那个风起云涌时代的思想、历史、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等内容。因此，读通、读懂红色经典绝非易事，需要相当的知识积累、人文素养和思想政治

道德素质” [5]。文科类专业学生相比于理工专业的大学生在这方面的前知识储备上更具有优势，更容易

读懂这些作品，能够获得更多的积极阅读体验，从而更愿意继续坚持阅读，从而在阅读兴趣上表现出整

体性差异。 

2.2.3. 学生阅读量少主动性不够 
从阅读量上来看，62.43%的受调查对象平均每年阅读红色经典数量为 1~3 本，阅读 4 本以上人数只

有 10.29%，有 27.31%的人回答“从未读过”。同时，79.19%的学生不会主动学习红色经典，访谈中甚

至有同学表示“不知道红色经典有哪些”。从中可以看出，地方高校的红色经典阅读文化氛围依然不够

浓厚或者没有形成，导致大学生们缺乏内在主动，只是被动地或者带有功利性的目的去完成学校或者老

师布置的任务，而没有让阅读红色经典成为一种主动的学习甚或者是一种生命的自觉。受就业形势和社

会整体环境的影响，大多数地方高校的学生都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思想，以就业或升学为出发点，都把

时间和精力放在考研、考证、考公等方面，而对他们认为与就业或升学没有直接关系的学习活动则不愿

意付出时间或精力，这种情况在大三大四的学生中表现尤为明显，很多活动的主力军都是大一大二学生，

大三大四就基本上只有党员、预备党员或者团干、学干或班干参与，其他同学基本处于一种“不关心、

不过问、不在乎”的状态。调查数据也说明了这样一种现实状态：有 612 位受调查者(占比 67.03%)明确

表示“没有时间”读红色经典。如果按年级细分的话，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分别有 216 人、180 人、

123 人和 93 人，分别占到该年级受调查人数的 55.95%、66.17%、80.39%、91.18%。可见，越是高年级

学生，表示“没有时间”读红色经典的比例越高。另外有少数学生受到“享乐主义”“反内卷”“佛系

文化”等消极思想影响，迷失自我，得过且过，连专业学习都不上心，更不用谈红色经典阅读了。 

2.2.4. 学生红色经典阅读依然存在畏难心理 
红色经典包括了各种创作题材和表现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阅读体裁不同的作品会产生不同的心理

体验。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对红色故事类和人物传记类作品的兴趣较高，分别达到 57.50%和 35.71%，

故事类和传记类作品语言更加生动有趣，通俗易懂，情节引人入胜，容易产生愉悦的阅读体验，从而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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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了更多的学生，也说明多数学生阅读红色经典是带有一定的消遣性，离党史学习教育和主题教育中读

懂悟透还有一些差距。而诗歌等纯文学类和理论类著作等红色作品相对来说更具有文学性和抽象性，需

要读者具备更高的文学素养和理论功底，自然让许多同学产生了畏难心理，这类作品自然也就难以成为

大众的选择。 

2.2.5. 阅读资源的供给未能有效契合学生的阅读方式 
从阅读方式来看，多数学生倾向于现代性时代性的阅读方式。超过一半 59.15%的人喜欢通过手机、

平板、电脑等阅读电子书籍，79.41%的人喜欢通过音视频媒介进行学习，只有 42.28%的人喜欢传统的图

书文字阅读方式。可见，当代大学生红色经典阅读不再局限于图书文字的平面空间，而更加倾向于在现

代技术的视觉立体空间中去感受红色文化，这种倾向性选择为高校推动大学生红色阅读提供了客观依据。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地方高校大学生红色经典阅读的现状也与高校提供的多元化红色经典资源尤其是电

子资源有关。虽然，各高校近年来在电子数据资源建设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是在调查中发现，60.24%
学生认为自己所在高校红色经典资源“不够丰富”，61.01%的学生认为自己所在高校提供的红色经典阅

读资源“形式单一”。没有契合学生需求和时代要求的多元化丰富阅读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

高校红色经典阅读活动的推进。 

3. 优化路径：促进大学生红色经典阅读的对策思考 

3.1.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通过适当的方式，引导其社会成员接受教育和自我建构的过程 [6]，并在这个

过程中“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 [7]。红色经典阅读则是通过其

作品中蕴含的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元素来唤醒、熏陶、影响受教育者，引导其自觉形成符合社会需要

和自身发展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实践活动。可见，红色经典阅读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目的、内容上

存在一致性 [8]。因此，红色经典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一定程度上也可以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而党史学习教育和主题教育等活动的开展为推动红色经典阅读提供了可行的

途径和可靠的保障。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师可以把思想政治课教学与红色经典有机融合，将红色经典

的教育感染力得以充分释放。一方面，将思想政治课堂作为红色文化教育的主阵地，引导学生积极认同

红色文化。通过挖掘红色人物及其典型事迹来丰富课堂教学案例，例如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

中可以引用毛泽东立志救国救民的事例和雷锋同志的“人生叩问”来阐述人生价值的理解，使学生领悟

人生真谛，把握人生方向。或者在教学中将红色经典作为必选内容，走进红色场馆、聆听红色故事、采

访红色人物等，回望体悟红色经典中描绘的峥嵘岁月。其二，紧密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开展课程

实践活动，通过第二课堂实践活动丰富和深化理论知识学习。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最近几年将红色

家书诵读比赛、红色文化展演等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有机衔接，学生先选择某段历史

或某个历史事件，然后通过精读深读红色经典故事、实地走访红色场馆等方式了解那段峥嵘岁月，重温

那段苦难与辉煌，再通过情景剧、朗诵、歌舞等方式在舞台上把自己的学习感悟演绎出来。经过班级初

赛、系里复赛、学院决赛的方式，全员参与，层层选拔，精益求精，在提高课程教学实效的同时切实加

深了学生对红色经典的认识，也促进了学生对红色经典的阅读。 

3.2. 丰富实践活动体验，激发红色经典阅读兴趣 

积极主动地参与红色文化实践活动，可以加深对红色文化的了解，使大学生在心理上主动接受红色

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实现思想升华与能力锻炼，从而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持有乐观向上、积极自信的

态度，实现思想政治觉悟的上升 [9]。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红色经典阅读的价值认同度高，为学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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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红色阅读提供了心理基础。可见，学生阅读兴趣不高的情况，更多的是受到外在条件的影响，更多的

是与实践活动参与度不够、体验不深有直接的关系，从而影响到对红色文化的深层了解与体认。对此，

高校应该通过丰富多彩的体验式参与式的实践活动来营造良好氛围，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红色文化魅

力，在感悟中提升思想定力。在推动红色经典阅读实践中，要重视阅读质量而不是追求阅读数量。不必

苛求学生一定要读很多书，要记住多少知识点，与其囫囵吞枣读多本书，不如读懂读通一本书；要充分

关注学生的阅读体验与感悟，通过红色经典品读会或者读书报告会等形式让学生交流读书感悟，让学生

在交流中产生思想的碰撞、情感的升华、心灵的共鸣；要创新活动形式，通过短剧表演、红色走读等活

动来引导学生品味经典，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演绎红色经典、传播红色经典，扩大学生的参与面。江

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近两年连续举行“重走长征路”的爱国主义读书实践活动，把遵义会议、飞夺泸

定桥等重大历史事件设置成游戏站点，参与学生在每个站点进行知识问答或情境模拟游戏来“闯关”，

最终顺利“会师”。让学生在“长征”途中体悟伟大的长征精神，号召学生不负青春，走好新时代长征

路。这样一来，更多学生愿意去了解那段历史，愿意去阅读相关的红色经典，从而让红色光芒更好地照

亮更多学生的精神世界，达到启智润心的效果。 

3.3. 用好新媒体技术，实现立体化红色经典阅读 

新媒体技术的加持为红色经典阅读推广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性，也更加契合当代大学生的阅

读习惯和偏好，也是解决学生反映的红色经典资源“不够丰富”“形式单一”的必然选择。高校要适应

这一新情况，积极应变，主动求变，顺势而为。首先，利用新媒体拓宽红色经典阅读资源。与其他高校、

当地红色教育基地、革命纪念馆等部门形成联动，丰富红色经典阅读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其次，

整合校内马克思主义学院、图书馆、党委宣传部、团委学工部门等资源，建立红色经典阅读多维平台。

运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短视频等社交媒介推送红色经典，开展阅读指导，帮助大学生缓解或克服畏难

情绪；也可以构建阅读书友群，设立互动栏目，提供展示平台，实现即时在线互动交流，在互动交流中

产生思想的碰撞和心灵的启迪。第三，利用新媒体丰富红色经典阅读活动。学校图书馆可综合运用多媒体

投影、壁画、VR、裸眼 3D 和视频展播等方式打造沉浸式红色阅读体验，将直播、AR 等技术融入红色经

典阅读推广 [10]，通过全景式的“立体化阅读”让大学生身临其境感受红色历史，跟随红色足迹，感悟红

色魅力，体验红色伟力。武汉大学图书馆推出的“在线经典名著闯关游戏”就是一个值得借鉴学习的案例。 

3.4. 加强党团合作，保证红色经典学习时效 

红色经典阅读是为了净化思想，提升行动。如果没有学习时间的保障，学习的成效就会大打折扣甚

至无从谈起；如果仅停留在阅读上，也不可能有理想的效果。只有把学思践悟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实

效。高校党团组织可以在团干教育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大骨班培训、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学习教

育等教育活动中设置红色经典阅读的模块。近些年，许多高校在党团教育培训中开展红色微视频、红色

读书会、红色文化书评、红色诗歌朗诵、红色走读等相关活动，把党史宣传与“三下乡”活动结合起来，

从制度层面较好地解决了红色文化教育学习活动各自为战，重复低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党团合

作，红色经典阅读学习和党团教育培训有机融合，激发了学生的红色文化学习热情。例如，2022 年江西

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团委组织 300 余名师生历时 2 个月共同创作音乐舞蹈剧《共青共青》，讲述了共青

团在党的带领下走过的百年辉煌路，为建团百年献礼，让校内外学生以可看、可信、可感的形式感受红

色经典的之美，引起了校内外师生的热烈反响。 

4. 结语 

“红色经典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是中国人民坚定信念、明辨是非、团结一心跟党走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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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 [11]它通过文学化的故事叙述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讲述了马克思

主义真理性，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基因，是大学生的思想航灯、精神火炬。基于此，在新时代，

要重视并推动红色经典阅读学习，针对当前大学生浅阅读、少阅读的实际，尊重大学生个性特点和心理

特征，融合时代元素，结合党团教育活动，引导大学生积极阅读，感悟红色力量，净化心理世界，提升

品德修养，强化使命担当，努力成为“强国有我”的新时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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