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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消费主义与泛娱乐化冲击大学生价值观的背景下，本研究提出“符号建构 + 文化认同”双螺旋机制，

助力高校思政课价值意识从抽象走向具象。该机制以符号建构理论和文化认同理论为基础，通过整合红

色文化符号、榜样示范资源及“实践–反思–再实践”闭环路径，构建“符号叙事–情感共鸣–价值内

化”培育体系。充分挖掘符号化表达和文化认同的力量，将抽象的价值意识转化为具体、形象、易懂的

内容，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进而实现价值内化。研究认为，该机制能够有效破解“价值悬浮”困境，

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改革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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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nsumerism and pan-entertainment trends impacting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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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symbolic construction + cultural identity” double-helix mechanism to 
transform abstract value consciousness in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angible 
forms. Grounded in theories of symbolic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is mechanism inte-
grates red cultural symbols, role model resources, and a “practice - reflection - repractice” closed-
loop pathway to establish a cultivation system of “symbolic narrative - emotional resonance - value 
internalization”. By leveraging the power of symbolic express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abstract 
value consciousness is translated into concrete, vivid, and accessible content, stimulating students’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facilitating value internalization. Studies suggest that this mechanism can 
effectively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value suspension”,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
cal guidance for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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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消费主义与泛娱乐化现象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击。高校思

政课作为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重要阵地，面临着重大挑战。传统的思政教育方式往往存在价

值意识抽象化的问题，导致学生难以真正理解和认同所倡导的价值观，出现了“价值悬浮”现象。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

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

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1]因此，“要坚持不懈地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青年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2]
因此，探索有效的价值意识培育机制，实现从“价值悬浮”到“价值扎根”的转变，成为高校思政教育亟

待解决的问题。 

2. “符号建构 + 文化认同”双螺旋机制的理论基础 

2.1. 文献综述 

2.1.1. 符号建构理论 
符号学作为研究意义生成与传播机制的学科，为解析高校思政课中价值意识的符号化建构与文化认

同形成提供了系统性工具。索绪尔(F. deSaussure) [3]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任意性”，

其意义由系统差异决定。罗兰·巴特[4]的“神话理论”系统揭示了符号形式与意识形态的绑定。他继承

并改造索绪尔模型，提出符号的“二级意指系统”：第一层能指与所指构成外延意义(如“玫瑰”象征爱

情)，第二层将此符号整体作为新能指，指向意识形态化的“神话”(如将法式牛排升华为“法兰西民族

性”)。这种自然化的意义生产过程，使符号成为意识形态的隐蔽载体。例如党徽(能指)与共产主义信仰

(所指)的关联在思政课中通过反复强化形成条件反射式认同。皮尔斯(C.S. Peirce) [5]的符号三角模型(符形

–对象–解释项)因其强调符号意义的动态生成和解释过程，能够捕捉教学互动中的复杂性，适用于分析

动态教学场景。例如当教师展示国旗(符形)时，学生不仅认知国家象征(对象)，更通过课堂讨论生成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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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解释项)，这一过程体现了符号意义的多层次生成。又如老师在讲艰苦奋斗精神时，可以将“艰苦奋

斗”精神具象化为长征故事、红旗渠影像等可感知符号，以增强意义传递效率。符号圈(semiosphere)是洛

特曼[6]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指的是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类似于生物圈。他认为所有的文化现象都发

生在这个符号圈内，不同符号系统在这里互动、碰撞，生成新的意义。洛特曼的符号圈理论为文化认同

的动态分析提供了核心框架，通过空间动态性、边界协商性与意义生成性，将文化认同从静态的地理、

族群框架中解放，揭示了其在符号碰撞、翻译与重构中的多维延展，进一步拓展了文化认同的空间维度。

高校作为“文化符号圈”，其内部包含校徽、校训、红色教育基地等核心符号(中心圈)，以及学生自发创

造的网络表情包、亚文化梗(外围圈)。两类符号的互动形成动态平衡：中心符号维持价值共识，外围符号

注入创新活力，共同构成文化认同的生态系统。 

2.1.2. 文化认同理论 
文化认同理论起源于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7]将认同界定为个体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念上的趋同过

程，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1921) [8]中，弗洛伊德探讨了群体心理的动态，强调个体通过认同(iden-
tification)与领袖或其他成员建立心理联系。他指出，这种认同是群体凝聚力的核心机制，成员通过将自

我投射到领袖(如“父亲形象”)或群体理想中，形成情感纽带。这一过程属于自居作用(introjection)，即内

化他者特质以缓解焦虑，属于心理防御机制的一部分。在《自我与本我》(1923) [8]中，弗洛伊德提出的

人格结构理论认为，超我(superego)的形成直接源于对父母的认同，尤其是通过解决俄狄浦斯情结。儿童

在克服对同性父母的竞争时，内化其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形成超我。这一过程不仅是道德内化，更涉及

对权威的理想化认同(idealizing identification)，成为个体行为的内在规范。埃里克森[9]的心理社会发展理

论明确强调社会环境对个体认同建构的动态影响，其提出的“心理社会阶段”(如青春期“自我认同 vs 角
色混淆”)将认同视为一个与社会互动密切相关的、分阶段发展的过程，强调认同建构的阶段性特征。随

着跨学科研究的深化，文化认同被定义为个体或群体对特定文化的归属感与价值内化，其结构呈现多维

性：符号认同(语言、服饰等物质载体)、历史叙事认同(共同记忆与经典文本)与价值观认同(伦理道德与理

想信念)构成核心维度。佐斌、温芳芳[10]等学者进一步细化，提出文化认同的“三重整合模型”——形

式认同(符号系统)、规范认同(行为准则)与价值认同(核心理念)，并强调价值观是文化认同的终极指向，

这种分层递进的分析框架是对文化认同研究的标志性贡献。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碰撞背景下，文化认同

的生成机制呈现动态性。文化认同的建构需经历“语境共享–视界融合–文化涵化”的逻辑链条：通过

共享话语空间、融合主体认知视域，最终实现价值观的内化与外显。心理学视角则强调“认知–情感–

行为”的动态循环，即理性认知奠基、情感共鸣升华、实践参与固化。 

2.2. “符号建构 + 文化认同”双螺旋机制的转化逻辑 

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符号建构”与“文化认同”双螺旋机制并非孤立运作，而是通过符号的意义

赋予与文化的价值内化形成动态耦合关系，构成双螺旋机制的转化逻辑，其本质是符号表意系统与文化

价值系统的互构性实践。这一机制遵循“符号激活–意义生成–价值固化”的递进路径。 
(1) 符号激活：感官体验的符号化奠基 
“符号激活”阶段呼应皮尔斯(C.S. Peirce)的符号行动理论。皮尔斯根据符号与动态对象的关系将符

号进行了第二个三分，依次为像标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象征符号(symbol)三种[11]。认为符号通

过“像标符”激发感知联想、“指示符”建立因果关联、“象征符”承载约定意义，形成“符形–对象–

解释项”的三元互动。例如，非遗技艺作为“像似符”(工匠动作的可视化模仿)与“指示符”(工具与成果

的因果关系)，能触发学生对“工匠精神”的具身认知，而红色地标作为“象征符”(党旗指向集体信仰)，
则通过空间符号激活政治认同。“符号只有通过解释项的动态生成才能获得生命力”，这为具象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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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育人功能提供了认知科学依据。 
(2) 意义生成：诠释共同体的意义协商 
“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H.-G. Gadamer)哲学诠释学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提出的目的在于解决理

解者基于个人视域去理解作品时产生的视域冲突[12]，认为理解是现在视域与历史视域的融合过程。伽达

默尔的诠释学“视域融合”理论可解释主体叙事中的意义生成机制。例如教师通过纪录片还原敦煌壁画

的历史语境，实质是构建“效果历史意识”，使学生在古今对话中自主建构“文明互鉴”的当代意义。 
(3) 价值固化：惯习形塑的价值再生产 
布尔迪厄认为“惯习”(habitus)是一种性情倾向系统，即“持久的、可转换的倾向，是一种被结构的

结构，而有倾向于作为结构化的结构发挥功能”[13]。布尔迪厄的“惯习”指个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中长期

内化的行为倾向系统，是结构化实践的原则。它由阶级、教育、成长环境等社会条件塑造，兼具稳定性

和生成性：既体现历史经验的积淀，又能适应新情境生成策略行动。惯习连接主观认知与客观结构，将

社会规则转化为无意识的“实践感”，引导个体在特定场域中做出符合其社会位置的选择(如审美偏好或

教育策略)。布尔迪厄(P. Bourdieu)的“惯习”理论为价值固化提供了社会学解释。在思政课教学中，师生

通过乡村振兴调研等实践仪式，将“家国情怀”符号内化为学生的身体化记忆与行为倾向，实现“符号

认知”向“身体化惯习”的转化，完成价值观的行为外显。 
(4) 双螺旋互构：系统论视角的动态耦合 
帕森斯(T. Parsons)的文化系统理论表明，共同价值通过社会定则和人格系统来管理社会行动，而共

同价值的具体内容由抽象形式的终极价值决定[14]。帕森斯认为文化系统(价值观内化)与行为系统(制度

化目标达成)通过模式维持与目标实现的互动维系社会运行。在思政教育中，符号建构(行为系统)提供“潜

在模式维持”(如红色地标强化意识形态连续性)，文化认同(文化系统)则通过“价值通则化”(如非遗精神

升华为民族共同体意识)驱动符号再生产，二者以“螺旋上升”形式达成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 

2.3. “符号建构 + 文化认同”双螺旋机制的创新分析 

2.3.1. 理论创新 
本文首次提出符号建构与文化认同双螺旋机制，将符号建构理论和文化认同理论有机融合，为高校

思政课价值意识培育提供新理论框架。该机制揭示符号建构与文化认同一者在价值意识培育中的内在逻

辑和动态互动关系，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2.3.2. 实践创新 
基于符号建构与文化认同双螺旋机制，本文提出“符号叙事–情感共鸣–价值内化”培育体系，并

设计具体操作路径和方法，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提供具体实践指导。通过符号与红色文化资源的结合，

设计多模态教学策略，促进思政教育与专业实践融合。 

2.3.3. 教学内容创新 
本文关注教育过程与学生实践，将学生对英雄精神的深刻理解、英雄情感的认同及在实践中传承和

弘扬英雄精神的能力培养作为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重要内容，推动思政教育从知识传授向价值涵育转变，

更好培养具有坚定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的新时代青年。 

3. 高校思政课价值意识培育的符号建构路径 

3.1. 整合红色文化符号：意识形态的符号化实践 

罗兰·巴特认为，符号不是一种简单意义的传递，更多地是参与意义生产的工具[15]，因此红色文化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7630


张连云 
 

 

DOI: 10.12677/ass.2025.147630 419 社会科学前沿 
 

符号的整合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符号化再生产过程。意识形态通过将历史符号升华为自然化的价值载体，

完成从外延到内涵的意义转换。例如，方志敏的革命事迹作为具体历史事件(外延符号)，在思政教育中被

重构为“忠诚”“奉献”的精神象征(内涵符号)，实现红色叙事的“神话化”建构。另外，红色文化符号

作为“记忆之场”(皮埃尔·诺拉)，通过制度化重复(如国庆阅兵、烈士纪念日)实现代际传递。在此过程

中，高校思政课需完成“存储记忆”向“功能记忆”的转化。例如，一方面，《觉醒年代》等影视作品通

过具象化革命细节保存历史原真性(存储记忆)；另一方面，学生通过红色剧本杀等互动形式领悟“青年与

觉醒”的当代诠释，激活功能记忆，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这种双向叙事——“他们曾是谁”与“我们

应成为谁”——通过符号的时空延展性建构“时间中的同一性”，使学生在历史镜像中锚定价值坐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需系统整合革命历史事件、英雄人物、经典文艺等符号资源，构建多模态教学策略：

① 叙事编码：以故事化手法重构符号意义，如通过《红旗谱》解读“红旗”从革命象征到民族精神的嬗

变；② 情感动员：借助红色影视的视听感染力(如《长津湖》的战争场景)触发情感共鸣；③ 实践沉浸：

依托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仪式化活动，强化具身认知。 

3.2. 运用榜样示范资源：从行为模仿到价值内化 

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榜样示范资源的运用具有重要意义。榜样人物能为学生提供具体生动的价值典

范，引领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观察学习理论精妙地勾勒出观察学

习的闭环路径：注意、保持、再现、动机[16]。这一环环相扣的四阶段流程，使得榜样行为能够被精准编

码为具有高度辨识度且易于传播的符号性表征。以黄文秀投身扶贫事业的感人故事为例，借助影像资料、

新闻报道等多元呈现形式，其事迹被巧妙编码为象征“奉献”的视觉符号。而学生在目睹这些象征符号

后，又因社会赞誉所形成的替代性强化作用，内心深处的仿效动机被瞬间点燃，渴望效仿榜样之行，踏

上奉献之旅。在道德教育方面，榜样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集体表象[17]”。当一个社会群体推崇某个

人物或行为作为榜样时，这个榜样就承载了群体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以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为

例，在我们的社会中，焦裕禄的形象通过各种仪式(如入党宣誓仪式、事迹报告会等)被不断地强调和传播。

这些仪式相当于一种集体活动，使得他的形象在群体成员心中逐渐形成一种集体表象。当人们在集体场

合中反复听到、看到焦裕禄的事迹，群体成员会共同将他作为“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等美好品德的

象征。这种象征性的集体表象在群体成员之间产生共鸣，激发他们的情感，使他们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向

榜样看齐的动力。从个体心理层面来说，集体表象通过触动群体成员的集体情感，引导个体将社会倡导

的道德价值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通过榜样的集体表象形式，借助群体的力量传

递给个体，使个体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道德教育，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道德规范的传承和发展。其背后蕴

含的强大力量，实则源自集体情感的高度投射，促使个体在潜移默化之中，心甘情愿地将利他价值观纳

入自我价值体系，实现价值观的华丽转身与深度内化。另外，榜样符号唯有巧妙构建起“实质认同”与

“形式认同”这座沟通的桥梁，才能从根本上消解传统价值灌输过程中常常遭遇的对抗性尴尬局面。例

如，当向学生讲述“我也是乡村走出的学生”以及“我们都追求卓越”这类极具共鸣的话语时，学生仿佛

在榜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受到了共同的价值追求，从而建立起牢固的认同感，原本生硬的价值

观传播便在无形中转化为一场心灵的深度对话，让价值观的种子悄然在学生心田扎根。因此，高校思政

课应深入挖掘不同领域榜样人物的先进事迹和价值追求，将其转化为具有感染力的符号。通过课堂讲授、

主题班会、报告会等形式，向学生展示榜样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内涵，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价值认同。 

3.3. 构建“实践–反思–再实践”闭环路径 

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构建“实践–反思–再实践”的闭环路径对培养学生价值意识具有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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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杜威认为“教育即经验的改造”[18]，强调通过“做中学”的方式，经“问题情境–行动尝试–结

果反思”过程促进价值观内化。例如学生在志愿服务等活动中，面对弱势群体困境时，运用课堂知识设

计帮扶方案，并在反思中纠正偏差，实现观念的可操作性。舍恩的反思性实践理论强调了反思在实践中

的即时性和系统性，这种双重视角让学生能够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深化认知。在实践过程中，学生能够

通过“行动中反思”及时纠正错误，提高实践操作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行动后反思”又让学生对整

个实践过程有更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理解。例如，职业院校的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运用这一理论，能够在

实习单位遇到突发情况时迅速反应，通过“行动中反思”调整工作策略；在实习结束后，通过“行动后反

思”总结实践经验，明确自己在职业能力方面的提升空间，为今后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这种反

思性实践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在复杂实践情境中的应变能力和专业技能。反思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

要环节。舍恩的理论要求学生不断地对自己的实践进行思考，无论是即时的“行动中反思”，还是全面

的“行动后反思”，都体现了学习的连续性。这种反思习惯逐渐内化为一种学习态度，促使学生养成终

身学习的意识。学生会意识到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不仅仅是通过课堂上的讲授或者书本上的阅读，而是在

实践中不断积累和修正的过程。例如，一个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学生，会在每一次软件项目开发过程中

反思自己的代码编写规范、架构设计是否合理。在项目结束后，他会进一步深入反思整个开发流程，学

习新的编程技术，并且思考如何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下一阶段的实践中。这种持续的学习和反思过程，

使学生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行业需求，保持职业竞争力。“实践–反思–再实践”闭环路径的实质是从

“单环学习”走向“双环学习”，即从单纯修正行动策略到质疑并重构价值假设。例如，学生在环保实践

中发现经济增长与生态正义的冲突，进而反思发展主义的价值预设，触发深层次认知变革。因此，高校

思政课应基于“实践–反思–再实践”闭环路径，设计多样化的实践活动，如社会调研、志愿服务、实习

实训等，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价值观念。实践结束后，组织学生进行反思，引导他们思考问题、总

结经验、审视价值观念变化。根据反思结果调整实践方案，进行再实践，形成良性循环。这种闭环路径

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价值意识的理解和内化，实现从外在要求到内在信念的转变，从而有效培育

和巩固正确价值意识。 

4. “符号叙事–情感共鸣–价值内化”培育体系的构建 

4.1. 符号叙事 

符号叙事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通过符号的巧妙组合与呈现，构建出一个个

既具吸引力又饱含感染力的故事与场景，进而实现价值观念的深度传递。红色故事往往通过“情节编织”

的方式，将诸如长征片段等离散事件整合为具有明确伦理指向的“价值整体”。以方志敏狱中创作《可

爱的中国》的故事为例，其中手稿、镣铐等物质符号构成了叙事的“肌质”，而叙事过程中的“隐喻转

换”则将个体的牺牲精神升华为“信仰至上”的集体伦理。另外，思政教育中的符号叙事应避免“阐释符

码”的单向闭合，如强行灌输所谓的“标准答案”，而应设计多结局的红色剧本杀等活动，从而使学生能

够在叙事的分岔路口自主探索价值的可能性，从而实现对价值观念的深度理解和认同。 

4.2. 情感共鸣 

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情感共鸣是促进学生价值观念形成与内化的关键因素。情感共鸣的机制可以从

社会学和认知科学两个维度进行阐释。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19]指出，集体仪式(如
红色歌咏比赛)能够通过“情感极化”使学生进入“去个体化”状态，在强烈的“我们感”中无意识地内

化价值观。例如，《黄河大合唱》的激昂旋律与肢体同步(如合唱、击掌)能够触发镜像神经元的共振，实

现情感的传染，从而增强学生的情感共鸣。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多模态符号协同作用于大脑的不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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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可以形成综合的情感体验。当学生观看《长津湖》中“冰雕连”的场景时，视觉符号(如冻僵的战士)
会激活岛叶的痛觉共情；听觉符号(如风雪呼啸)会触发杏仁核的恐惧记忆。这些多模态符号协同作用，形

成“道德直觉”，使“爱国”从一个抽象的认知概念转化为具体的生理性情感冲动。通过这种多模态体

验，学生不仅能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还能将这种情感体验转化为对当代社会价值的认同，进

而在现实生活中践行这些价值观。因此，在思政课教学中，教师应注重挖掘符号叙事中的情感元素，如

革命先烈的爱国情怀、榜样的奉献精神等，通过生动的讲述、感人的画面、激昂的音乐等方式，激发学

生的情感共鸣。同时，引导学生表达和分享自己的情感体验，加深他们对价值观念的情感认同，为价值

内化奠定基础。 

4.3. 价值内化 

价值内化是“符号叙事–情感共鸣–价值内化”培育体系的终极目标，指学生将外在的社会价值观

转化为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行动准则，并实现个体价值体系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度统一，是符号叙事

的情感沉淀与情感共鸣的理性升华。这一过程需要经历三个重要阶段。首先，认知与实践转化是价值内

化的基础路径。学生需充分理解价值观念的内涵，通过校园实践活动和社会实践，如志愿服务等，将理

论知识与实际行动结合，从而加深对价值观念的理解和践行能力。例如，学生在社区服务中亲身体验助

人为乐的意义，进而强化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其次，情感与认知协同为价值内化提供深入动力。情感共

鸣能够加深学生对价值观念的情感认同，使其更愿意主动内化。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分享感人故事、

组织情感体验活动等方式，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促进认知与情感的深度融合，加速价值内化的进程。

例如，通过讲述革命先烈的事迹，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使其在情感驱动下更坚定地认同爱国价值观。

最后，内化价值的社会投射是检验和巩固内化成果的重要途径。学生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体现其所内化

的价值观念，如在公共场合自觉践行文明规范等。同时，社会反馈也能促使学生进一步反思和调整自身

价值观念，实现更深刻的价值内化。例如，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积极评价，能够增强其对所内化价

值观念的自信和坚持。 

4.4. 基于符号叙事理论逻辑的教学活动设计——以南宁学院为例 

南宁学院国家一流本科课程《社会实践：英雄传承新体验》将价值意识培养融入符号叙事理论逻辑，

开展以下教学活动设计： 

4.4.1. 课程建设：思政融合与 OBE 理念实践(符号激活阶段) 
课程目标设定(符号意义预设)：依据 OBE 理念，明确课程目标，即学生能够深入理解英雄精神内涵，

掌握英雄事迹相关知识，具备传承和弘扬英雄精神的能力，并能运用英雄精神解决实际问题。这些目标

为后续教学活动指明方向，引领学生挖掘英雄精神背后的爱国、奉献等深层含义。 
教学内容设计(符号筛选与组合)：以英雄精神为主线，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实践课程内容。在社会学

专业实践中，组织学生实地考察英雄人物的故居或工作地；在文学专业创作中，指导学生以英雄事迹为

原型进行文学作品创作。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重新排列组合，让英雄精神贯穿其中，使课程内容丰富

且富有教育意义。 
教学方法选择(符号呈现方式确定)：采用实地考察、情景展示、主题创作等多种教学方法，促进思政

教育与专业实践的深度融合。例如，在历史专业教学中，通过实地考察历史事件发生地，结合情景再现

的方式，让学生感受英雄精神的伟大。 

4.4.2. 实践教学：基地联动与多元活动(意义生成阶段) 
烈士纪念区与镇宁炮台(符号场景式体验)：组织师生赴烈士纪念区开展祭扫活动，通过默哀、敬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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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诵读祭文等仪式，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在镇宁炮台进行现场教学，邀请当地的历史专家或

老兵讲述炮台的历史背景和英雄事迹。烈士纪念区和镇宁炮台是具有强大意义承载力的符号场景，让学

生在场景中感受英雄精神所代表的家国情怀、英勇无畏等价值观。 
湘江战役遗址(符号深度探究)：开展湘江战役遗址调研活动，组织学生对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战

役的过程和英雄们的英勇事迹。同时，鼓励学生通过采访当地居民、收集历史资料等方式，深入挖掘湘

江战役背后的故事。湘江战役遗址是指向那段悲壮英雄历史的核心符号，学生围绕它展开探究活动，从

表面的遗址形态逐步深入到英雄们为革命不惜牺牲等精神内涵。 
清明祭扫与桂北调研结合(符号情感强化与认知拓展)：在清明祭扫活动中，除常规的祭扫仪式外，还

组织学生进行诗歌朗诵。将桂北红色遗迹调研与祭扫活动相结合，让学生在调研过程中，深入了解当地

红色历史和英雄人物。诗歌朗诵强化了学生对英雄的敬仰和怀念之情；桂北红色遗迹调研则拓展了学生

对英雄精神的认知。 

4.4.3. 主题教育：情景课堂与红色长廊(意义生成与情感共鸣阶段) 
主题讲座系列(符号解读与价值传递)：举办“藏在墓碑里的初心和使命”系列讲座，邀请党史专家、

英雄人物后代等来校讲述英雄故事，深入挖掘墓碑背后英雄人物的初心和使命。讲座中用英雄故事和细

节解读英雄精神这一符号，让学生感悟英雄精神的伟大，理解英雄精神所蕴含的忠诚、担当等价值观。 
情景课堂打造(符号情境再现与情感激发)：设计“血战湘江”等多个情景课堂，利用多媒体技术、舞

台表演等形式，生动再现历史场景，让学生仿佛置身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深刻感受英雄们的英勇无畏和

坚定信念。情景课堂通过构建逼真的历史情境符号，激发学生内心的情感波动，实现英雄精神从符号到

情感共鸣的转化。 
红色长廊建设(符号空间展示与持续熏陶)：在校内打造英雄精神体验传承基地，展示英雄人物的事

迹、图片、遗物等资料，将英雄精神体验传承基地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参观英雄精

神体验传承基地，开展主题活动。英雄精神体验传承基地是英雄精神符号的展示空间，持续接受英雄精

神的熏陶。 

4.4.4. 新生教育：沉浸体验与火种传承(符号初识与情感启蒙阶段) 
参观体验活动(符号初步感知)：入学阶段，组织新生参观校内的英雄精神体验传承基地，通过参观纪

念馆、观看纪录片等方式，让新生初步了解学校所在地的英雄历史和文化。英雄精神体验传承基地里的

展品和展示区域是英雄精神的符号化呈现，新生在参观过程中开启对英雄精神的初步认知。 
访谈交流活动(符号情感注入)：安排新生与老兵进行面对面访谈，聆听老兵讲述战争经历和英雄事

迹，使新生从老兵的亲身经历中感受英雄精神的力量。老兵是英雄精神的活符号载体，他们的讲述为新

生注入对英雄精神的敬仰和感动之情。 
历史物件展示(符号具象连接)：展示与英雄人物相关的珍贵历史物件，如武器、军装、信件等，通过

实物展示的方式，让新生直观感受历史的真实和英雄的伟大。同时，安排专业教师或讲解员为新生进行

详细讲解。历史物件是英雄精神的具象化符号，学生通过触摸、观察这些物件，建立起与英雄精神更为

紧密、直观的联系。 

4.4.5. 校地协同：资源挖掘与精神共融(符号拓展与价值深化阶段) 
广西红色资源整合(符号体系构建)：联合广西各地的红色文化机构，对百色起义、湘江战役等红色资

源进行全面深入的挖掘和整合，建立红色资源数据库。构建完整的广西英雄精神符号体系，让学生把握

广西英雄精神的全貌，深化对英雄精神整体价值的认识。 
社会力量合作(符号传播与价值强化)：与新华书店等社会力量合作，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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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举办红色文化展览、红色主题图书分享会等，推动红色文化在校园内的传播和推广。社会力量的加入

为英雄精神符号传播安装“助推器”，强化学生对英雄精神的认知和认同。 
区域发展服务(符号实践转化)：结合广西的区域发展特点，开展红色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等活动，引导

学生将英雄精神与服务区域发展相结合，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乡村振兴等活动是英雄精神符

号转化为实践动力的舞台，让学生践行英雄精神。 

4.4.6. 宣讲团队：班级社团与精神传播(符号内化与传播扩散阶段) 
青马协会学生宣讲团组建(符号解读与传播能力建设)：选拔和培养优秀学生组成青马协会学生宣讲

团，对他们进行系统培训。宣讲团成员深入班级、社团开展主题宣讲，用青年视角诠释英雄精神谱系。

学生宣讲团成员是英雄精神符号的“二级传播枢纽”，让英雄精神在学生群体中广泛传播。 
班级社团主题活动(符号个性化诠释与社群传播)：鼓励各班级、社团结合自身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

英雄精神传承主题活动，如主题班会、社团活动等。学生们根据自身特点对英雄精神符号进行个性化的

诠释和演绎，让英雄精神符号在不同社群中传播。 
英雄精神知识竞赛(符号知识巩固与趣味传播)：举办英雄精神知识竞赛，以赛促学，激发学生学习英

雄精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竞赛内容涵盖英雄事迹、英雄精神内涵等方面，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学习英雄精神知识，加深对英雄精神的理解和记忆。 

4.4.7. 创新载体：多元呈现与知行合一(符号创新延续与实践践行阶段) 
主题创作活动(符号创新表达)：鼓励学生通过情景剧、艺术作品、调研报告等形式，对英雄故事进行

再创造和传播。学生创作的情景剧、艺术作品等是对英雄精神符号的创新延续，吸引更多人了解和传承

英雄精神。 
志愿服务结合(符号实践落地)：结合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将英雄精神传承融入日常行动。组织学生

深入社区、学校、养老院等场所，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教育学生以英雄人物为榜样，践行英雄精神，做到

知行合一。志愿服务是英雄精神符号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落地场景，让学生践行英雄精神。 
新媒体传播平台建设(符号数字化传播)：利用新媒体技术，打造英雄精神传承的网络平台。开设微信

公众号、微博、抖音等新媒体账号，定期推送英雄人物事迹、英雄精神解读等内容，制作精美的短视频、

图文等作品，吸引更多学生关注和参与英雄精神传承活动。新媒体平台为英雄精神符号传播插上“数字

化的翅膀”，推动英雄精神传承创新发展。 
通过以上教学活动设计，南宁学院将价值意识培养融入符号叙事逻辑，全面系统地传承英雄精神，

实现思想铸魂与行动育人的双向贯通，培养出具有坚定理想信念、高尚道德品质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新

时代青年，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5. 结语 

本研究提出的“符号建构 + 文化认同”双螺旋机制，为高校思政课价值意识培育开辟了新的思路与

方法。符号学为解码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识生成提供了精细的工具。从政治符号的仪式编码到文化符号

的叙事重构，符号既是意义的载体，也是权力的场域。文化认同理论则为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识培育提

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而符号建构是实现文化认同从抽象理念到具象实践的关键桥梁。在此基础上，未

来的思政教育应在符号创新、叙事重构与机制优化中寻求突破，以应对新时代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复杂挑

战。 
首先，需在理论本土化维度上持续突破。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社会现实，这为符

号学和文化认同理论的本土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将西方符号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7630


张连云 
 

 

DOI: 10.12677/ass.2025.147630 424 社会科学前沿 
 

特色的符号学理论体系，能够使符号建构和文化认同更贴合中国高校思政课的实际需求。深入挖掘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符号资源，如儒家思想、道家文化等，并将其与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形成具

有中国特色的价值符号体系。 
其次，技术融合化是推动思政教育发展的关键维度。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人工智

能等新兴技术为符号建构和文化认同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平台。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

打造沉浸式的思政教育场景，使学生在虚拟环境中感受历史事件、体验文化内涵，增强对符号和文化认

同的感知。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等传播渠道，广泛传播思政教育中的符号和文化认同内容，扩大思

政教育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最后，实践精细化是确保思政教育效果的重要保障。在高校思政课教学实践中，应注重课程设计的

精细化，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和运用符号资源，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活

动。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社会实践等形式，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符号建构和文化认同的过程，提高

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同时，加强思政教育的评价机制建设，对教学效果进行科学评估，及时调整和优化

教学内容和方法。 
综上所述，通过理论本土化、技术融合化和实践精细化三个维度的持续突破，可以使符号不仅是“意

义的容器”，更成为“认同的引擎”。这将推动思政教育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向价值涵育的范式升级，为培

养具有坚定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的新时代青年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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