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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红色教育发展现状

红色教育，广义上是指教育主题运用红色资源进行理

想信念教育、历史传统教育及爱国主义教育；狭义上是指

教育主题以我国红色教育的现状与对策为研究，以英雄人

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先进事迹和红色精神

为内涵，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对教育客体进行理想

信念、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的教育。[1]

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等重大政治判断。[2]新时代高校红

色教育传播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机遇与挑战

并存。

（一）新时代高校红色教育传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新时代高校红色教育传播面临的机遇

智能媒体是现阶段发展最快、最受欢迎的大众传播形

式，它以互联网为阵地，传播迅捷，可以为用户提供丰富

的资源，容易获得巨大的受众群体和关注度，可以有效地

提升红色教育传播的速度和效果。智能媒体的飞速发展为

新时代高校红色教育带来了机遇，通过网络平台了解高校

学生的思想及其规律性，相比于传统的红色教育方法更加

快捷有效。

新 媒 介 为 我 们 展 示 了 便 捷 、 易 储 存 、 便 于 浏 览 等 优

势。[3]因此，在媒体融合的内在动力以及国家网络舆论战略

的共同推动下，主流媒体迅速铺开“新媒体化”进程，[4]各

高校也纷纷布局，将智能媒体融入新时代高校红色教育，

建设综合性网站，有助于将思想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素

质培养、信息服务融合贯通，形成立体多元化红色教育网

络系统，达到线上线下联动、实时高度覆盖的效果。

智能媒体在新时代高校红色教育中不仅具有盘活红色

教育资源、突破传统红色教育风格、提高红色教育质量等

突出优势，还有助于激励高校探索红色教育的可视化、优

化我国政府形象塑造、拉进高校-学生群体关系。智能媒体

使新时代高校红色教育的内容得以丰富，使新时代高校红

色教育的路径得以拓展，也使新时代高校红色教育的效果

得以提高。

2、新时代高校红色教育传播面临的挑战

目 前 ， 在 社 会 、 高 校 、 家 庭 三 者 中 ， 高 校 是 开 展 红

色教育的“第一摇篮”。但在高校内部开展的红色教育活

动，实践活动断断续续、无法持续，导致实际效果差强人

意 、 并 不 理 想 ； 在 课 堂 教 学 中 ， 过 于 渲 染 浓 厚 的 理 论 色

彩，过于强调刻板的知识灌输，使得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和

教育内容产生抵触，丧失兴趣和好奇心，红色教育效果每

况愈下；在社会和家庭中，红色教育活动大多是自发地、

无序地开展，并无良好的引导和必要的规范。鉴于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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