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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红色文脉融入青少年教育的 
理论与路径

赖志恩

广西师范大学，桂林

摘  要｜红色文脉融入青少年教育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思想和中国共产

党的建党精神文化思想。在新时代新阶段，赓续红色血脉应遵循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理论性与实践性相

结合、普遍性与地域性相结合的原则。因此，探讨青少年红色文脉教育的路径涉及三个方面：坚持话语创

新——构建新时代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坚持机制创新——保障红色教育长效稳定发展；坚持方法创新——开

拓融媒体时代教育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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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爱国文化起源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孕育的传统优秀文

化，根植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精神文化思想，发展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

思想的提出是对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的丰富和发展，

是对新时代文化使命的深刻阐述和科学性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关于文化的一系列新观点新理

念指引着中国文化在教育实践中的新方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要求我们聚焦用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以高度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为了更好地为实现中国梦凝聚力量，培养能担当时代复兴大任、有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的时代青

年，使中华红色文脉与青少年教育深度融合，我们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守马克思主义

文化、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文化思想，不断推进红色文化与青少年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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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创新发展。本文将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新时代背景，集中探讨当前红色文脉融入青少年教育的理

论根源，然后基于理论的研究去深挖新时代红色文脉教育需要遵守的教育原则，最终提出青少年红色文

脉教育的实践路径。

1  新时代红色文脉融入青少年教育的理论基础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源泉，其中蕴含的红色文脉是民族强大的精神支柱。习近

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的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国提供了

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坚定文化自信，要立足习近平文化教育思想引领下的红色文脉与青少

年教育的深度融合，要坚守三个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为魂脉基础，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

根脉基础，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文化思想为党史基础。

1.1  魂脉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而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新时代增强文化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源泉，高度的文化自觉可以不断深化和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进程。文

化唯物论是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基础理论和核心思想。对于文化，肖前教授等人曾提出文化的简要表述：

“文化的实质即人化”，其中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关键内容。马克思没有对文化概念进行定义，

他侧重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去诠释文化的意义。他还认为“人的需要不是纯粹的自然

需要，而是历史上随着一定的文化水平而发生变化的自然需要。”马克思认为，从唯物论的角度谈论文

化并非把文化当作客观存在，而是要通过唯物史观去观察和促进对文化的理解，而不能离开物质生产去

谈论文化。马克思对于文化的观点方法是正确认识文化、理解文化和践行文化教育的重要基础。此外，

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中涵盖着的引领广大青年为实现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爱国思想，例如“工人阶级推

翻资本主义国家”“把自身组织成民族”，是我们在新时代开展红色青少年教育的重要思想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立场、观点以及方法仍然是当今时代指导我们文化研究和建设的指南。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正确

的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基本理论，而且在基本内容、历史使命、方法途

径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把文化建设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给马克思主义的青少年红色

教育赋予新的内涵，为我们在实践中探索青少年红色教育的道路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指导和方法指引。当

前，随着社会文化语境发生整体性变化，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现实疏离的

现象，理论指导现实的针对性弱化，因此，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在青少年红色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1.2  根脉基础：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思想

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长河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传统优秀文化，蕴藏了宝贵的中华民族精神。习近平总

书记曾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基因密码在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我们要结合中华优秀文化

去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诠释了“第二个结

合”的逻辑意义，表明了党高度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表明了党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融入青少年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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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认识到了新的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孕育于中华文化的土壤里，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

根脉，深刻结合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致力于不断赋予中华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

中华优秀文化是历史人物在开创民族振兴的道路上所追求、所把握方向和尺度，它蕴含着民族文化

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其中涵盖的民族精神对于青少年思想教育起关键的指导和引领作用。中华民族的

文化基因是经过民族代代相传、传承发扬与开拓创新的不断发展过程，保留下来的民族最根本的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优秀

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自觉的前提，是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石。青少年是我们的民族的未来，我们只有让他

们充分认识和了解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生发出对民族精神的信仰，才能真正树立民族的文化自信和形成

强大的文化吸引力。

1.3  党史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文化思想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历程中充分体现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建党精神，党和人民在伟大实践

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具有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的重要底气。在革命战争年代，

党带领人民从积贫积弱的困境中走出来，无数青少年不畏艰险，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凸显了为民族

的解放历经磨难、奋勇当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的雄心。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的百年奋斗史汇聚成一种党

的精神文化思想，书写着党的伟大发展历程，为青少年带来更大的精神力量。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的精神文化思想有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体

现了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百折不挠、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要有抗美

援朝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等，深刻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反抗剥削

和压迫的奋斗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精神文化思想主要有改革开放思想、

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体现了党带领人民锐意进取、奋勇前行、解放思想的精神。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社会时代，党领导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体现了民族的自信自强的精神。

这些精神，汇聚成了党的精神文化思想，既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继承和彰显，也是党的奋斗历程的

深刻反映，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结果。新时代，我们赓续红色血脉不仅仅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歌颂

和传承，同时也是时刻提醒我们学习革命者的精神，保持革命者的勇敢无畏，锤炼出共产党人的奋斗精

神，树立民族信仰，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鼓起奋进新时代的精神。

2  新时代红色文脉融入青少年教育的基本原则

红色文脉与青少年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教育作

用，引导青年学生赓续红色文脉，树立红色理想信念，实现红色文化铸魂育人，赋予青少年新时代重要

的爱国历史使命。红色文脉是历史和时代的印记，将其融入青少年的思想教育中应遵守历史性与时代性

相结合、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普遍性与地域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2.1  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

红色文脉是经过历史沉淀下来的宝贵财富，它为国家文化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当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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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关键期，文化价值观相互影响和碰撞，我们要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时代

价值，构建具有时代意义的价值观体系。

红色文脉是一个纵横交错发展的体系，在横向表现为开放包容的社会因素的合力，在纵向表现为

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一连串历史事件凝聚成的精神和品质。红色事件是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和背景下发生

的，受不同的因素综合影响。基于复杂时空交汇的影响，红色文脉对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一样的历

史作用。赓续红色文脉不仅仅是对红色文化的简单传承，而是要把红色精神内核进行“时代解读”，实

现红色文脉的“与时俱进”。“时代解读”要求我们立足时代精神和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对红色文脉

进行审视。“与时俱进”要求我们要立足于社会实践，实现红色文脉与当前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传承

红色文脉是历史使命和时代发展的必然统一。因此，我们在将红色文脉融入青少年教育的时候要红色基

因的历史性意义与时代性相结合，将其精神内核提取出来，融入当前新时代的历史背景，转换成青少年

的话语，增强红色文脉的时代性，提高青少年的文化自觉。

2.2  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主义思想最重要的论述，也是开展青少年红色教育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文化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中心，以中国的实际国情为依据，

与马克思文化思想一脉相承，既是对过去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未来文化思想的创新和实践的指导。

我国青少年红色教育的理论体系较为丰富，但是在实践中对理论的融合不够深入。当前在纷繁复

杂、价值观多元的世界格局里，青少年的思想和价值观受到多元观念冲击且不稳定，因此在将红色文脉

融入到青少年思想教育中要注重通过实践深化思想理论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基地的教育

作用，认为革命博物馆、党史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实践基地可以在空间上丰富青少年的红色体

验，增强红色文脉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截至目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总

数达585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为以实体的形式为红色文化注入了新的灵魂。我们在践行青

少年红色文脉教育的时候要注重充分利用线上红色教育平台和线下实践基地。此外，在新时代新阶段，

青少年红色教育要根植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结合丰富多样的实践形式，讲好红色故事的同时也要让青少

年践行好红色精神。 

2.3  普遍性与地域性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发展历程中产生了很多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其中有普遍性的“长征精

神”，还有具有地方性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

神、“生死与共、水乳交融”的山东沂蒙精神等。地域性是中华革命文化的基础，它孕育了红色基因。

在新时代，我们在构建红色文化精神体系的时候，红色文化既要具有地域性又要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

地域性的文化基因可以帮助人们确认自身的独特性，产生自豪感和荣誉感，并以此建构该地域的认知符

号。而普遍性的文化基因主要谋求大众化的民族认同，使得人们产生民族归属感和光荣感。

红色文脉的普遍性寓于地域性中，并通过地域性表现出来。在对青少年进行红色文脉教育的时候，

红色文化的普遍性与地域性要充分融合，一方面要用地方革命叙事来充实普遍性叙事，将宽泛抽象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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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革命文化在地化，让青少年明确地方的红色故事和红色历史；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地域性的红色文化

的普遍性价值，构建共同的红色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体系，让青少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红色文化的

认知和民族情感。为此，地方红色文脉教育应当编写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色红色教材，将普遍性和

地域性结合起来，提高青少年对国家红色文化的认知感和认同感。

3  新时代红色文脉融入青少年教育的实践路径

坚持不忘初心，勇毅前行就是要求教育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不断推进青少年红色爱国教育的时代创新。本文立足于新时代的特点，依据青少

年的特质，探讨青少年红色文脉教育应当坚持话语创新、机制创新和方法创新，促进教育的健康发展和

活力迸发，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前行。

3.1  坚持话语创新：构建新时代红色文化话语体系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既是文化自信的深刻诠释，也是文化自觉的全面体现。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对内要引导人民“认识中国特色”，对外要“阐释好中国特色”。二十大中提出要“加快构

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充分体现了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性。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在

实践中不断形成了时代化、大众化的话语，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时代变化提出“中国梦”“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人心就是力量”等一系列民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话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国化表达，充分回应了人民利益的诉求，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由此可见，话语体系的建构对于新

时代的文化引领、价值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青少年红色文脉教育的发展也需要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并建构红色文脉的独特话语体

系。在新时代新阶段，青少年红色文化教育最重要的是把传统红色革命文化的话语体系转换成创新形态

的易于青少年理解的话语体系。一是要转换红色文化的话语表达方式。青少年是不断发展变化中的人。

教师要主动观察和考虑青少年学生在随着时代发展在心理发展、人格发展上的新特点，以学生的认知结

构为起点，主动探索他们在成长教育中的需要，从而将传统的革命文化理论转变为形象、生动的、易于

接受的话语。二是要主动转换红色文化的语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大众化，表明新时代红色教育要注重转换语境，将具有时代气息的网络话语进行转换并融入教学，

营造一种以学生为主体的平等协商的对话性教学语境，从而实现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时代情感。教师还要

基于时代的发展将与时俱进的语言和时代性的议题融入红色文脉的教学中，构建一种契合时代以及学生

思维的红色文化话语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兼具传承性和创新性的科学理论，它要求我们只有不断在

实际中创新红色文化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促进红色文脉与青年文化教育的深度融合。

3.2  坚持机制创新：保障红色教育长效稳定发展

红色文脉融入青少年教育工作的需要有完善的机制保障其运行。只有健全的教育机制才能促进红色

文脉教育的长效、稳定地发展。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我们要坚持机制创新，促进红色文脉深入

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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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健全目标党团队一体化联动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表明了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党和国家多次强调党团队一体化，推动党、团、

队一体化育人链条相衔接。红色教育作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一环，要明确党团队育人目的一体

化。此外，在青少年红色文脉教育工作中，大、中、小各个学段要坚持育人目标的一致性的同时，将育

人总目标细化到各个学段明确相应的小目标，我们可以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阶段和学龄阶段创设相应的

队课、团课和党课，根据课程的内容设立相应的考核机制，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在活动体验中感受红色

文脉。二是健全家校社职能一体化协同机制。传承赓续红色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同时

也是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我们要构建以学校为主体、以家庭为辅助，以社会为支撑的协同育人机制。家

庭和社会要为青少年红色教育提供支持，家长可以充实孩子对于红色文脉的认识，带领他们去参观当地

的红色文脉；社会也可以将当下的热点与红色文脉充分融合，比如将红色文脉融入手机壳、短视频、影

视、动漫等，为红色文脉赋予活力，促进青少年对于红色文脉的情感。建立校外场馆和基地的联合育人

机制，将红色文脉传播和社会实践活动纳入教学的学分考核中，将红色教育基地的参观和使用纳入政府

服务的评估和教育质量考核中，为青少年红色教育工作协同作用的形成提供保障条件。

3.3  坚持方法创新：开拓融媒体时代教育新路径

新时代我们要充分利用融媒体传播，挖掘媒体平台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互联网在党

史宣传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媒体在青年红色教育中起的关键作用。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传

统的传播方式和媒介，对青少年学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在将红色文脉融入青少年的教育中时，要充分利用融媒体的特质，贴近中小学生的认知方式和需

求，创新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一是要注重媒体传播红色文脉的生活性。当前的青少年生活在和平年代，对

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难以产生共鸣。新媒体要利用时效快等特点结合青少年身

边发生的英雄事迹和榜样人物，以更贴近他们生活的形式进行教育，使其产生对于英雄事迹以及红色人物

的情感。二是要注重媒体传播红色文脉的故事性。新媒体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青少年的价值选择更

加多元化，他们认为规矩、严肃的红色文脉晦涩难懂，青睐于故事性的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汇集

了很多英雄人物的红色故事、红色历史事件等。为了更好地利用新媒体传承红色文脉，聚焦红色教育，宣

传红色文脉，我们要挖掘故事性的红色文脉，依托微信、QQ、哔哩哔哩、慕课MOOC等平台，以短视频、

纪录片、微电影等形式以故事的方式形象生动地向青少年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突出故事的人物情感

和艺术感，让青少年对于红色故事有更深刻的画面感，从而感受历史、领悟历史、付诸于实践。

4  结语

中华红色文脉是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深刻体现，是我们培养青少年坚定文化

自信、历史自信，道路自信的重要基石。在新时代新阶段，面对着文化碰撞和多元文化并存的挑战，习

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把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新时代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行动指

南。新的征程上，为了肩负起民族文化的使命和责任，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将红色文脉融

入青少年的思想教育中，坚持文化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坚持文化自信，以高度的文化信仰和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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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感，实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为中华红色文脉的赓续和发展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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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and Path of Integrating the Red Context into Youth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Lai Zhie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 Lin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integrating the red context into youth education mainly includes: 
Marxist cultural thought, Chinese traditional excellent cultural though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arty-building spirit and cultural thought. In the new era and new stage,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red context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historicity with the Times,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combining universality with regionalism. Therefore, the path to explore youth red culture 
education involves three aspects: insisting on discourse innovation and building a new era of red culture 
discourse system; adhering to mechanism innovation and ensuring the long-term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red education; adhering to method innovation and exploring a new way of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media integration.
Key words: The new era; Xi Jinping Cultural Thought; Red context; Youth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