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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体育文化伴随红色文化而生，它们都具有一致的精神价值和历史意义。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

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载体，红色体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探索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过程中留下的深刻历史烙印，它承载着红色文化和英雄事迹，以其独特的魅力，激发人们的爱国热

情和奋斗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红色血脉”。这不仅是一种体育活动，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精神象征。要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用好

红色资源，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时代新人

提供思想引领，从红色基因中汲取信仰力量，不断带动新时代青年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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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sports culture is born with red culture, and they all have the same spiritual value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culture, red sports has left a profound historical imprint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de-
velopment path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carries the red culture and heroic deeds, and inspires people’s patriotic enthusiasm and fighting 
spirit with its unique charm.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emphasized: “Learn history to understand 
reason, learn history to increase trust, learn history to respect morality, learn history to practice, 
inherit the red gene, and continue the red blood”. This is not only a sports activity, but also a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spiritual symbol. It is necessary to dig deep into red resources, make good use of 
red resources, carry out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deepen education on 
patriotism, collectivism and socialism, provide ideological guidance for new people of the times, 
draw faith power from red genes, and constantly promote the patriotic feelings and social respon-
sibility of you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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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
红色体育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和文化，是先辈精神的集中体现。老区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

义，还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和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先辈们奋力抗争的艰苦岁月中，老区的人民以非

凡的勇气和坚韧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无论是在艰苦的战斗环境，还是在平凡的建设时期，老区人民始

终不渝地支持国家，为祖国的发展提供宝贵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为我国获得最终的胜利、民族的解放付

出了巨大的牺牲和重要贡献。随着时代飞速发展，老区这片充满信仰力量的土地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今天的老区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彩，红色体育文化逐渐得到蓬勃发展。红色体育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

民族精神，还为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全新的途径。 
对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充分信任、寄予厚望。青年群体承载着国家发展的希

望与文化传承的重任，他们应该具备爱国情怀、创新精神，更应践行社会责任，拥有良好品德。老区

是对青年开展红色实践教育的重要基地，应该鼓励青年到红色基地学习，参与文化传播。引导青年在

活动中受教育、长才干，在潜移默化中帮助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红色体育

文化活动形式的兴起，让人们在体验体育活动的过程中感受中国历史和精神，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前进

的力量。不断带动新时代青年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提升，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团结和文化认同。本

文将分析红色体育文化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探讨老区红色体育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的融合

现状，并探索其可持续发展路径。通过这一研究，期望能够进一步提升青年的爱国情怀，促进社会的

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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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红色体育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融合的意义 

红色体育文化是指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红色精神为动力，以体育为表现

形式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红色体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涵盖了重要

体育精神，是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育人价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广大人民群众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的坚定信念、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优良品质，对于培养学生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2]。老区见证了我国的风云变幻，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

下，我国先辈们顽强斗争，创造了许多辉煌的历史事件。体能训练、长途行军和军事演习这些红色体育

活动都是指战员在艰苦条件下提升战斗力的重要手段。红军在长征路上经历了长时间的行军和战斗，这

不仅锤炼了红军战士的体魄，更是对精神和意志的培养。这种顽强精神和集体主义，成为了红色体育文

化的重要根基。 
红色体育文化不仅仅局限于军事训练和战斗中，也逐渐融入到地方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中。如今

的红色体育活动不仅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现代体育与历史文化的结合体。通过多种形式的红色体育活

动，民族精神得到传承和弘扬，为地方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红色体育文化在培育青年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着多重的促进作用，段鼎中在“红色体育”对老区大众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中发现，

通过红色体育文化的实践与传播，可以有效提升民族认同感、集体归属感以及国家凝聚力[3]。 

2.1. 塑造集体记忆 

红色体育文化不仅在战争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是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导向。它紧密结合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以服务人民群众为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体育强国的基础

在于群众体育[4]。红色体育文化活动通过再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形式，使青年在共同参与的红色体育文

化活动中形成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不仅仅包括抗战英雄的事迹和先烈的奋斗历程这样具体的历史事

件，还蕴含深刻的精神内涵和集体奋斗的经验。红色体育文化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辱、实现民族

自由解放和繁荣发展的历史轨迹，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集体认知，是中华儿女坚定文化自

信的不竭精神源泉。在浓厚的历史背景下，参与集体活动者被赋予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了彼此之间的

情感纽带，使人们在共享的记忆中找到了归属与团结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民族的历史认同感和文化认

同感。 

2.2. 强化价值观念 

红色体育文化通过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历史精神，强化了参与者的价值观念。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从小就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中小学生心中生根发芽”；“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

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学习历史、了解历史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尤其是对青年学生来

说。通过将红色体育文化融入到实践当中，组织纪念性赛事或主题活动，能够让参与者体会到战争年代

的不容易，培养他们艰苦奋斗、不怕挫折的坚强意志品质，在活动中强化集体感和责任感。在团队合作

中，个人为集体荣誉而努力，这种体验不仅提升了个人的价值观，还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了积极的社会风

尚。这些价值观念在红色体育活动中得到了实际的体验和体现，进一步促进了个人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

和忠诚。 

2.3. 促进思想和行为的转变 

红色体育文化通过实际的活动和体验，可以深刻影响参与者的思想和行为。朱元利、马红娟通过对

红色体育文化研究发现红色旅游作为集爱国主义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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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更具备良好的文化教育功能[5]。红色旅游可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凝聚民族向心力，团结人民力量。

通过红色体育文化吸引而来的青年群体在参与红色体育赛事的过程中，个人不仅在身体上得到了锻炼，

精神上也得到了升华。通过红色体育文化的教育和实践，可以引导广大青年参与者增强体质、健全人格、

锤炼意志，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团队合作的互动中，个人也会更加意识到集体的重要性，

这种转变有助于增强对民族的归属感，从而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结合伟大历史和英雄事迹的红色体

育文化，通过故事的传递和情感的共鸣，激励参与者思考自身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 

3. 红色体育文化与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融合 

如今，各个老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打破了我们固有的刻板印象，不再是“车、马、邮件都慢”。如

今的老区拥有更加美丽的环境和更加快速的发展步伐，不变的是历史记忆与文化底蕴依然牢牢坚守。 

3.1. 红色体育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融合的优势 

3.1.1. 红色体育资源的教育功能得到强化 
近年的老区红色体育文化发展迅速，红色体育活动形式多样，成为了老区红色体育文化的鲜明特色。

活动不仅传承和弘扬了民族精神，还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团结与发展，展现了新时代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

人们可以从活动中了解民族历史、铭记先烈的贡献，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共同体意识。这其中主

要包括逐渐向青少年群体倾斜的一些青少年红色体育活动。 
青少年是红色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群体，因此许多学校和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始组织红色体育文化活

动，如红色夏令营、红色体育培训班等。这些活动不仅注重对学生体育技能的培养，更注重红色文化的

教育和传承。红色夏令营主要包括体育训练、历史讲座和实地参观等内容。青少年可以一边参与各种体

育活动，一边通过专题讲座和实地参观了解历史和红色文化。这种综合性的活动不仅能有效提高青少年

的身体素质，还可以增强他们对民族精神的认同和理解。此外，一些学校和青少年组织还举办以红色主

题为主的运动会，通过竞技项目和红色文化竞赛内容的结合，激发青少年的兴趣和参与热情。举办者通

过寓教于乐的方式，使青少年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能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培养对民族历史的兴趣和

热爱。一些学校也将红色体育文化融入到体育课程和校园文化中，通过体育活动让学生体验和学习红色

精神。如湖南碕石承启红军小学利用本土红色资源，通过体育教育教学，摸索出“传承红色基因与以体

育人”相融合的教书育人新模式。 
另外，红色资源不仅包括体育博物馆、纪念地、遗址等，还涵盖了红色体育的历史照片、影视资料

等，它们也为新时代思政课教育教学提供了鲜活的载体。 

3.1.2. 红色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 
许多老区通过建设红色文化体育场馆和纪念碑，营造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这些设施不仅为青年的

体育活动提供了场地，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在一些老区的体育馆内设立了专门的红色文化

展示区，展出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照片及各类相关珍贵史料。定期都会组织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邀请

青少年和社区居民一起参加。在此活动中，大家在锻炼身体的同时，聆听历史故事，分享对红色文化的

理解，增强了对家乡和国家的认同感。 
这种方式有效地将红色文化与青年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促进了青年对爱国主义精神的理解与认同。

红色文化体育场馆和纪念碑的建设还带动了社会的广泛参与。许多社区和组织会定期在这些场馆内举办

红色主题的体育赛事和文化活动，吸引青年及其家庭积极参与。通过这些活动，青年不仅可以锻炼身体，

还能在参与中体会到团结、拼搏的精神。这些活动也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了一个共同参与的机会，加强了

家庭间的沟通与联系。青少年在父母的引导下，逐渐树立起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培养了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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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红色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不仅仅是为了提供运动场所，更是为了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鼓

励青年在锻炼时思考民族精神与红色文化的结合。这种文化氛围不仅能够激励青年在运动中奋发向上，

还能引导他们在生活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3.1.3. 红色体育文化节的举办与红色体育旅游的兴起 
在老区红色体育文化活动中，纪念性赛事是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赛事的主题主要是历史事件，其中

涵盖了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常见的有红军长征纪念赛、红色徒步挑战赛、红色马拉松等。这些赛事活

动不仅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还可以通过参与者的亲身体验，让其更深入地了解和感受历史文化。红军

徒步模拟红军长征的艰苦环境，让青年参赛者在挑战自我的同时，体验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不易。这些活

动不仅锻炼了青年的体能，还提升了其意志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红色马拉松赛事则结合了体育的竞技性

与红色文化的教育性。赛事沿途设有红色文化展览，展示民族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参赛者在跑步

的过程中，不仅能体验到竞技的乐趣，还能通过展览了解历史文化，感受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这种结

合了文化和竞技的活动有效地将红色文化融入到体育赛事中，提升了赛事的观赏性和教育性。 
红色体育文化活动的举办在促进地方社会发展的同时，还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

通过合作举办红色文化节、红色旅游活动等吸引了大量的参赛者和游客，从而带动了地方的餐饮、住宿、

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四川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编制并印发了《四川省“重走长征

路·奋进新征程”红色旅游年方案》，成功打造了红色旅游典型景区和精品线路。这些活动的举办不仅

为地方带来了经济效益，也进一步提升了区域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此外，红色文化主题的活动也成为了

地方文化推广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些活动，地方政府能够展示本地区的文化魅力，增强对外交流与合作

的机会。2024 年 10 月举办的 2024 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启用了新的竞赛路线，覆盖了百色

右江老区、巴马国际长寿养生旅游胜地等。整个赛道充分展现了广西西南地区的壮美风光、边境风情、

左右江老区精神和民族特色。这样的赛道设计有助于推广当地的旅游业，促进地方区域经济发展。可以

发现，红色体育文化活动与地方经济的结合，使老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与文化的双赢。 

3.1.4. 政策支持逐步加强 
随着老区的红色体育文化蓬勃发展，在政策支持方面也得到逐步加强。地方政府设立了专项资金，

用于红色体育场馆的建设和改造。例如，多个老区的体育馆和运动场得到升级改造，设施条件显著改

善。政府还鼓励地方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提供资金赞助和物资支持，使红色体育文化能够更广泛地

传播。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其的支持不仅体现在资金投入，还包括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同时还推动

了红色体育文化进校园、进社区等项目。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红色体育文化发展的政策文件，

如有关老区的发展规划和红色文化保护条例等。这些政策确保了红色体育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同时推

动了相关文化活动的举办。国务院提出要积极建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广西建构西南中南地区

开放战略提供重要战略支撑，可以充分发挥老区开放前沿区位优势，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拓展

开放性经济的深度[3]。2020年云南省政府印发《关于新时代支持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指出，传承弘扬红色文化，促进红色旅游发展，依托红色资源，打造红色精品旅游线路，

联合广西、贵州共同打造左右江老区红色旅游圈；以及实施“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推进体育公

园、社会足球场地、体育健身步道等公共体育设施场地建设。鼓励承办全国性、区域性文化交流和体育

赛事活动等。另外，政策支持在教育领域也有所体现。一些地区政府将红色体育文化纳入学校课程，开

展相关教育活动，增强学生的历史意识和爱国情怀。通过设立红色体育文化课题，推动红色历史的教

学与体育活动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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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红色体育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融合的不足之处 

通过对老区红色体育文化与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融合的发展现状进行深入分析，也发现了一些不足的

地方。 
第一，专业人才缺乏。红色旅游景区和遗址应配备专业解说员讲解历史事件，同时在休闲区也需要

专业指导员传授体育技能。然而，目前能够提供相关专业培训的机构极为有限，缺乏专业实习和培训机

会，这限制了相关人才的能力提升。同时，工作人员的待遇偏低，与工作强度不匹配，间接促使专业人

才流向高薪行业，难以吸引和留住具备高水平能力的人才。老区并非仅是历史的符号，而应该是蕴含着

青年与人才的活力。老区也应该面向未来，通过吸引青年才俊来激发希望，从而加快建设老区，构建青

年发展型城市。以开放、创新作为发展主旋律，将新兴业态不断引入老区，以适应成长的需求。青年可

以为老区注入新的活力，促进其发展潜力的释放，激荡出更多创新的火花。 
第二，老区资金投入不足，制约了相关设施建设和活动组织的开展。由于财政支持有限，基础设施

的建设进展缓慢，无法满足青年日益增长的旅游和体育活动需求。此外，活动的组织和管理也受到资金

短缺的影响，导致缺乏系统性的规划和执行，难以吸引更多游客和参与者。这种资金的不足不仅影响了

红色体育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也限制了老区整体经济的提升，需要通过多渠道融资和政策支持来改善现

状。 
第三，尽管红色体育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内涵，但是老区红色体育文化活动的宣传力

度不足，缺乏有效的宣传策略，导致许多年轻人对相关活动了解途径有限，在年轻人中难以传播。现有

的宣传渠道单一，未能充分利用现代媒介和社交平台，进一步限制了年轻人对红色体育文化的接触与认

同。因此，增强宣传力度，创新推广方式，将有助于激发年轻人的兴趣和参与热情。 
第四，老区的文化活动相对单一，未能充分结合地方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色体育文化的

多样性和吸引力。目前，许多地区活动创新发展很快，缺乏创新且未能有效融入当地的历史、风俗和自

然环境，会导致参与者体验的丰富性不足。这样的局面不仅限制了当地红色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

使其难以吸引更广泛的青年受众。为增强红色体育文化的吸引力，需要探索多样化的活动形式，并将地

方特色与现代元素相结合，从而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 

4. 红色体育文化与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融合的可持续性发展 

为了解决老区红色体育文化与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融合中发现的不足，可以采取以下综合性策略。 

4.1. 营造开放创新氛围，吸引青年人才 

针对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可以通过与高等院校合作，开设红色体育文化相关课程，培养专业解说

员和体育指导员。同时，提供奖学金、实习机会和职业发展路径，吸引学生投身于这一领域。提高老区

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确保与工作强度相匹配，并提供职业晋升机会，以留住和吸引专业人才。此外，

鼓励青年参与老区建设，通过志愿服务、实习等形式，让他们成为红色体育文化的传播者和实践者。创

造一个开放和创新的环境，吸引青年才俊，激发老区的活力。 

4.2. 探索多元化融资模式，为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为了解决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我们可以探索政府、企业、社会资本和个人投资的多元化融资模式，

为老区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争取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同时出台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优惠等政

策，激励私人投资。例如，企业拥有并运营管理的大型体育场馆，其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土地，可以减

半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这样的优惠政策可以减轻企业的财务负担，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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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详细的经济效益分析，展示老区红色体育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潜在贡献，吸引更多投资。比如红色体育

旅游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体育赛事 + 红色旅游”不仅具有健身功能和教育意义，也丰富了旅游产品

的多样性，满足了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旅游需求。通过这些策略的实施，可以有效地解决老区红色体

育文化发展中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 

4.3. 多种渠道进行宣传，增强宣传力度 

新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红色体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利用新媒体传播

红色体育文化也成为助推其发展的重要实践路径。现代的青年群体都热衷于追求网络与短视频的热度。

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等，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广泛的特点。通过制作富有创意和感染力的短视频，

可以有效展示红色体育文化活动的精彩瞬间，吸引各类群体注意，尤其是青年群体。可以拍摄红色马拉

松、红色健身训练等活动的精彩片段，并配以红色文化的背景音乐和解说，生动呈现红色体育文化的魅

力。再通过短视频平台的传播，能够迅速引起公众的关注和讨论，增强大众对红色体育文化的认同感。

还有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也是进行互动传播的平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红色体育文化活动的信息和相

关内容，可以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还可以设立专门的红色体育文化话题标签，鼓励用户参与讨

论和分享。举办线上互动活动，红色体育知识问答、红色文化分享征集等，能够进一步提高公众的参与

度和积极性，从而促进红色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 
另外，在线直播平台还可以实时展示红色体育文化活动的现场情况，使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活动的氛围。在红色体育赛事中进行实时直播，可以让未能到场的观众观看比赛，还可以在直播过程中

穿插红色体育文化的介绍和访谈，增强活动的教育性和感染力。 

4.4. 结合当地特色，开发多样化的文化活动 

随着时代的发展，红色体育文化积极吸收现代体育文化的先进理念和科学方法，探索适合新时代全

民健身事业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并结合时代特点，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体育元素相结合，创造出

独具特色的体育项目，推动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6]。为了解决文化活动单一的问题，可以结合当地特色，

开发多样化的文化活动，如民俗体育比赛、历史主题活动等，增加活动的吸引力。将老区的历史、风俗

和自然环境融入活动设计中，同时结合现代科技和流行文化元素，吸引年轻受众。鼓励社区居民参与活

动策划和执行，增加活动的本土性和互动性。通过社区的积极参与和协作，可以将红色体育文化深入到

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增强居民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在保持红色体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探索创新的

活动形式，如虚拟现实体验、互动展览等，以适应现代观众的需求。 

5. 结语 

老区的体育文化深受红色历史的影响，体育活动常常与民族精神和英雄事迹相结合，成为爱国主义教

育的重要载体。经过岁月的沉淀，红色体育文化逐渐发展起来，这段历史形成了老区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

也为今天的红色体育文化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基础，加深了青年的集体凝聚力。总的来说，老区的红色

体育文化与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融合，既丰富了体育活动的内涵，又有效提升了青年的爱国情怀，促进了

社会的和谐发展。如今，老区红色体育文化与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融合正在逐步推进，但仍需在培养专业

人才、资金投入、宣传力度，创新教育方式等方面进行更多的努力。通过努力，期待未来能够更好地将红

色体育文化融入到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培养出更多具有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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