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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微电影有效融入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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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洪翠笙

井冈山题材影像中的“井冈山精神”
及其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文/吴浩然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其精神

形成于土地革命时期，经过长期发展积

累仍具有较强的时代价值，成为红色文

化的重要根基，并广泛存在于井冈山题

材影像中。以电影《翠岗红旗》为例，党

领导的革命军队清缴了“萧镇魁”匪帮，

电影中的革命军队、英雄人物等都是井

冈山题材影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

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上写下光辉篇章，其

承载的“井冈山精神”更是值得高效传

承与广泛传播。可见，井冈山题材影像

作品是弘扬“井冈山精神”、传播红色文

化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作为立德树

人的关键途径，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以下简称“思政教育”）以红色文化

为主要内容，承担着传播红色文化、弘

扬时代精神的重要职责，而井冈山题材

影像中蕴藏的“井冈山精神”可在充实

思政教育资源内容、丰富思政教育形式

的基础上，深化教育价值引领，助力高

校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一、井冈山题材影像中的“井

冈山精神”呈现

20世纪90年代后拍摄的井冈山题

材电影，以影像刻画、动态变化等多样

化方式呈现特有的“井冈山精神”，此类

电影既是“井冈山精神”的真实写照，也

是弘扬“井冈山精神”、传播红色文化的

重要载体。其通过真实再现井冈山革

命历程，使观众更为直观地感受革命斗

争，并依托人物影像刻画、历史过程重

现展开叙事，带领观众深刻感知“井冈

山精神”。在井冈山题材影像中，各类

人物成为“井冈山精神”的重要载体，革

命者、劳动人民及反派形象都在人物塑

造过程中服务于主题电影的文本叙事，

以激发观众认同并感悟“井冈山精神”，

坚定文化自信。在井冈山题材影像中，

通过人物形象的刻画、战斗场面的重

塑，为观众呈现出生动形象的影响故

事，也承载着“井冈山精神”蕴含的坚定

不移的革命信念、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作风及一切

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艰苦奋斗的作

风。例如，在电影《井冈山》中，创作者

重塑了革命斗争的历史场面，以战火纷

飞、硝烟弥漫的画面，结合宏大壮阔的

场面营造强烈的视觉冲击，在身临其境

中直接观众内心，也直接展现出革命者

自强不息、英勇奋斗的伟大精神，成为

承载“井冈山精神”的重要影像。

二、井冈山题材影像中的“井

冈山精神”对当代大学生思政

教育的影响

“井冈山精神”历久弥新，在当代仍

具有较强生机活力，受到党和国家的高

度重视。弘扬“井冈山精神”、传播红色

文化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

要途径，且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上井

冈山，谈及“井冈山精神”，身体力行地为

“井冈山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做出表率。

而思政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立德树人的

重要途径，应积极融入“井冈山精神”，在

高质量文化传承中培育大学生文化自

信、在高水平精神弘扬中深化价值引领。

三、井冈山题材影像中的“井

冈山精神”在当代大学生思政

教育中的实践策略

井冈山题材影像中的“井冈山精神”

可充实思政教育内容，创新思政教育模

式，深化思政教育影响，发挥思政教育在

弘扬精神、传播文化层面的重要作用，基

于此，思政教育主体需积极探索“井冈山

精神”在当代大学生思政教育过程中的

实践策略，多元协同促进教育高质量发

展，实现“井冈山精神”的有效传承。

（一）深挖思政元素，以“井冈山精

神”充实教育内容基础

“井冈山精神”内涵丰富、价值深

远，井冈山题材影像中的“井冈山精神”

能从多样化角度丰富精神内涵的展现

形式，基于此视角开展思政教育，需深

入挖掘“井冈山精神”中蕴含的思政元

素，在充实教育内容的同时潜移默化地

推动育人实践。第一，高校及思政教育

者应重视“井冈山精神”的丰富内涵，强

调井冈山题材影像中蕴含的多元化的

精神价值，从“井冈山精神”的灵魂、核

心、基石等角度出发为思政教育增添革

命性、科学性内容，以丰富思政教育内

容资源。第二，高校应持续加大对“井

冈山精神”所蕴含的思政元素的挖掘力

度，并提供人力、资金、技术等条件支

持，结合井冈山题材影像的修复、创新

等工作不断发掘新的精神内涵和展现

形式，为思政教育奠定坚实的内容基

础。第三，高校应加强与井冈山地区的

合作，发挥当地相关机构主观能动性，

为思政教育注入活力。

（二）创新教育模式，促使学生在积

极参与中感悟“井冈山精神”内涵

在思政教育过程中融入井冈山题材

影像可为思政教育注入活力，激发学生

参与积极性。基于此，高校需创新教育

模式，运用情景体验式教育、混合式教

育、案例分析法及合作探究法等，促使学

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彰显学生主

体地位的同时，深化精神熏陶和价值引

领，推动思政教育效果入脑入心。高校

及教育者应转变教育理念，重视大学生

主体地位，强调教育过程中大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并结合必要的调查研究把握

学情实际，为“井冈山精神”融入思政教

育提供有效依据，在供需平衡中寻求“井

冈山精神”的有效融入模式。第二，高校

应重视理论知识传授与实践育人活动的

有机融合，在协同创新中带动学生积极

参与，为学生深入感知井冈山题材影像、

理解认同“井冈山精神”提供便利条件。

（作者系顺德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教授）

红色文化是以客观历史为基础，以

时代精神为传承，极具中国特色和民族

个性的先进文化。红色文化记录了革

命先烈的浴血奋战，见证了中国共产党

的英明领导，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先进

性，其丰富的革命历史和崇高的革命情

怀，为提升青少年德育水平提供了有效

载体，有利于大学生厚植爱国情怀、坚

定文化自信。微电影短小精悍，具有良

好的故事性和视觉性，深受大学生群体

的喜爱和青睐，可作为大学生红色文化

教育的重要载体，为普及红色文化知

识、强化红色文化传播效果创造良好条

件，使大学生群体对红色文化的时代内

涵形成清晰、准确的认知。

一、微电影融入大学生红色文

化教育的时代价值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部分

自媒体为获得流量收益，不惜以扭曲革

命历史、诋毁英雄先烈、恶搞历史事件

来吸引读者眼球。这种“娱乐至上”的

网络思想与大学生追求感官刺激的需

求不谋而合，却对一些大学生的思想观

念产生明显冲击，甚至影响着部分大学

生的文化认知与价值判断，在严重干扰

红色文化的建设与传播的同时，削弱了

少数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同与尊重。

微电影融入红色文化，为大学生了

解红色文化提供了新的窗口。微电影

以故事形式将革命历史中的人、物、事

呈现给观众，能集中展现人物的情感与

心理，对调动观众情绪具有积极作用。

大学生观看红色微电影，能在具体的历

史情境中触摸革命历史、理解革命英

雄，对红色文化产生强烈认同。与其他

题材的电影作品相比较，红色微电影在

凝聚价值共识、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方面

具有天然优势。讲述山西革命火种诞

生，创建第一个党支部的《燎原》，述说

刘启耀与“赣宁同乡会”一心为党、坚持

斗争的《忠诚》，诠释“英雄精神不会消

失，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

微电影以影像形式展现中国共产党的

光辉形象，在契合主流意识形态中彰显

爱国主义情怀。大学生观看微电影，是

一个观影过程，也是一个接收文化知识

的过程；大学生创作微电影，更是一个

追根溯源、探究红色文化的过程。高校

依托微电影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增强了

红色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与引导，有利于

学生增长红色文化知识、增强红色文化

认同。

二、微电影融入大学生红色文

化教育的时代探索

新时代背景下，红色文化的呈现形

式愈发多元化。红色文化需要传承，以

延续历史本真和革命精神；红色文化也

需要适时创新，以激发文化活力、适应

观众需求。微电影融入大学生红色文

化教育，既要注重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又要兼顾微电影的艺术特征，使微

电影发挥更突出的育人价值。在具体

实践中，要坚持作品为王，以高品质微

电影吸引和感染学生；要注重通过微电

影开展实践育人活动，使红色文化教育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一）作品为王，提高微电影艺术水

准。微电影融入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

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电影艺术实现对青

年大学生的教育和引导。要达到教育

预期，首先要提高微电影的艺术水准，

使电影作品内容饱满、情节生动，契合

大学生的审美趣味和教育需求。一方

面，微电影要有良好的故事性。一个优

秀的故事能让学生走近革命历史、揣摩

革命伟人心理，能让学生感受到不畏艰

难的革命精神、不计得失的革命情怀。

因此，微电影融入大学生红色文化教

育，需以优秀的故事情节吸引和感染学

生，引导学生透过电影故事了解红色知

识、体悟红色精神，切实获得滋养与成

长。另一方面，要为微电影注入青春元

素。微电影融入红色文化教育，必须关

注大学生群体的情感需求，改变过度渲

染苦难、崇高的创作基调，将青春、励

志、创新等现代元素融入微电影，使红

色文化教育紧跟时代发展。

（二）实践导向，开展微电影相关活

动。微电影融入红色文化教育，需以微

电影为媒介，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强化

教育效果。高校可定期组织学生利用

思政课堂、主题班会等机会集体观看红

色微电影，在观影结束后进行探讨交

流，共同感受共产党的艰辛历程，感受

革命先烈的大义凛然，感受红色精神的

强大力量，使大学生在红色文化浸润下

坚定理想信念。在集体观影之余，教师

也可引导学生自行观看红色微电影，使

学生形成起自主学习红色文化的意识

和习惯。此外，微电影融入红色文化教

育，需要大量有内涵、有深度的影片作

为支撑。高校与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

学会利用微电影资源，而且要激发学生

的微电影创作热情，帮助学生将自身对

红色文化的理解注入微电影作品，将自

身对红色文化的信仰转化为实际行动，

通过微电影的持续传播，使大学生由红

色文化的接受者、学习者进一步转变为

红色文化的践行者、传播者。

三、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红

色特质和时代意义。在新的发展时期，

高校全面提升育人实效，需以红色文化

为滋养，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厚重的历史

内涵和强大的精神底蕴，在科学把握红

色文化时代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

红色文化的育人价值。微电影作为日臻

成熟的艺术形式，理应与红色文化教育

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为大学生积极、主

动接受红色文化教育创造条件。

（作者系柳州工学院团委助理

研究员）

■文/薄淏予

大数据时代下，数据传递与信息交

流的速度较快、规模庞大，且呈现出类型

多样、结构复杂、价值密度低等特点，使

得以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科研管理、师

资管理等为重点的高校教育管理迎来全

新发展机遇。高校借助大数据技术既可

提升教育管理实效，也可凭借特有的信

息传播、数据分析能力，助推教育管理实

现信息化转型。而推动教育管理信息化

实践，需要高校管理者及教师在具体教

育管理过程中贯彻落实大数据理念、科

学运用大数据技术，以实现教育管理过

程信息化，并依托数据库、教育管理信息

平台支撑，不断提质增效，促使高校在契

合大数据时代背景的基础上高质量完成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一、大数据时代高校教育管理

信息化实践的机遇

大数据呈现出大量、高速、多样、低

价值密度、真实性等特征。其一，加快

高校教育管理速度。基于大数据技术

高速信息收集和数据处理特征，高校教

育管理工作人员可利用更短时间处理

更多工作，简化工作流程，有效节约人

力资源，从而在加快教育管理速度的基

础上提升工作效率。其二，创设高校教

育管理智慧环境。高校教育管理者及

教师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教育管理

资源的数字化转型和信息化整合，不断

拓展教育管理实践范围，并在万物互联

和虚拟仿真平台的支撑下打造智慧教

育管理新模式，以此提升教育管理效

率，优化教育管理信息环境。其三，实

现高校教育管理信息化转型。高校教

育管理者运用大数据技术，可实现与教

育管理相关的各类信息、多样资源的信

息化处理，以及工作流程、工作环境的

信息化创新，加之高校教育管理者、教

育者、大学生主体在个人理念层面对大

数据技术的重视，以及信息素养的提

升，使得高校教育管理能够自上而下实

现信息化转型，在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

的基础上提质增效，在信息化实践中高

效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大数据时代高校教育管理

信息化实践的路径

大数据时代在为高校教育管理信

息化实践带来一系列发展机遇的同时，

对高校教育管理者及教育者的思想观

念、技术水平和具体实践提出一定要

求，加之大数据的特征，高校还需立足

自身办学实际，深入探索推进教育管理

信息化的实践路径。

（一）转变意识、系统培训，组建高

水平的教育管理队伍

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者的思想态

度、价值观念、信息素养及工作技能等

因素对教育管理信息化实践效果具有

重要影响。大数据时代下，高校应重

视对工作者思想观念、信息素养等的

培训，结合人员结构的优化全面提升

教育管理队伍综合水平，以此带动教

育管理在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化实践。

其一，高校需转变教育管理理念，形成

信息化管理意识。高校教育管理者应

立足自身教学管理工作实际，结合大

数据时代背景，深入分析大数据为高

校教育管理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并重视大数据技术在具体教育管理工

作中的运用。其二，高校应为教育管

理工作者提供必要培训，帮助其系统

全面地认识大数据技术，明确大数据

时代下教育管理实践应有的方向。在

具体培训开展过程中，高校应注重培

育教育管理工作者的大数据意识，并

结合具体技术的使用、实践案例的分

析锻炼工作者的大数据技能，以此提

升教育管理工作者综合素养。其三，

高校应优化教育管理工作者队伍的人

员结构。一方面，高校在招聘教育管

理工作者时应强调人才的大数据意识

和实践技能，以考察其是否符合大数

据时代教育管理信息化实践需求。另

一方面，高校应引进大数据专业人才，

为队伍注入新鲜活力，以提升教育管

理队伍整体信息化水平。

（二）多元协作、健全机制，完善教

育管理制度环境建设

高校教育管理信息化实践既离不

开多元教育主体的深度协作，也离不开

健全的教育管理机制保障，尤其在大数

据时代，教育主体之间的协作能提升教

育管理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契合度，而且

大数据技术带来的观念冲击和技术需

求，也对高校教育管理机制建设提出更

高要求。其一，强调高校各部门、管理

者、教育者、服务者等与大学生主体之

间的协作，突破传统模式下单一负责制

的限制，在多元协同中从学生主体角度

出发，提升教育管理全面性和针对性，

并在各部门优势互补中契合大数据时

代背景。其二，高校应重视教育管理信

息化实践的制度建设。针对大数据技

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高校应通过必要

的奖惩机制激发教育管理工作者积极

性，并运用大数据技术优化教育管理工

作流程，结合制度规划的完善将教育管

理信息化实践纳入健康和谐的制度范

围，保障工作者落实信息化实践，并有

效应对各类挑战。在此过程中，高校教

育管理工作者需要格外注意信息环境

的安全，确保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基于隐

私保护的基础，并能在契合学情实际的

同时提升教育管理信息数据的准确性

和安全性。其三，高校应加大资金、技

术等投入力度，加强教育管理信息数据

平台建设，为相关信息数据处理提供必

要支撑，便利教育管理信息化实践的高

质量开展。为此，高校应重点关注学生

学习系统和各类网络教育平台建设，以

此为基础，借助虚拟现实、5G、元宇宙

等技术优化信息处理平台，并时刻关注

平台使用过程中师生对教育管理信息

化实践的评价和反馈，以评促改，在动

态化调整中提升教育管理信息化实践

准确性。

（作者系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助

理研究员）

汉语国际教育是海外学习者系统

学习汉语知识与技能的主要途径之一，

可加强海外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了

解。而新主流电影作为中国文化的影

视载体，可为汉语国际教育的高质量开

展提供优质影视素材。面对新主流电

影带来的教学机遇，汉语国际教育者可

通过放映影片精彩片段的形式激发海

外学习者学习汉语的兴趣，并引导海外

学习者跟读影片台词，以此训练海外学

习者的口语能力与汉语思维。同时，汉

语教师也可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鼓励

海外学习者分享观影感受，进而在分享

过程中增强海外学习者的交流能力，推

动汉语国际教育顺利进行。

一、新主流电影融入汉语国际

教育的作用

新主流电影与汉语国际教育相融

合，可为海外学习者营造浓厚的学习氛

围，将动态化的影视内容融入抽象的汉

语教学中，以加强海外学习者对中国文

化的了解，促使海外学习者在观影过程

中提升汉语能力水平，强化汉语国际教

育效果。

其一，新主流电影融入汉语国际教

育可通过电影内容直观展现中国文化、

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使海外学习者得

以在动态的影视作品中了解中国文化，

在中国化的学习氛围中潜移默化地提

高自身汉语水平。汉语国际教育是指

通过为海外学习者提供兼具专业性、系

统性的汉语教学，使其掌握汉语知识与

技能的教育方式。新主流电影作为传

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讲述中国故

事的电影题材，依托影视内容呈现中国

的社会风貌与生活方式，是描绘中国社

会发展的有力载体。基于此，海外学习

者可从新主流电影中了解中国文化与

社会发展现状，逐渐构建对中国社会与

文化的宏观印象，继而在潜移默化中提

高自身汉语水平。

其二，新主流电影融入汉语国际教

育可培养海外学习者的汉语思维，借助

电影故事情节中的口语对话提升海外

学习者对汉语的认知程度，并通过跟读

影片台词提高自身汉语表达水平。汉

语国际教育的实施重点在于使海外学

习者掌握文字书写、发音发声、汉语交

流等能力，而以理论灌输为主的传统教

学方式使得语言教学更为抽象，进而影

响海外学习者对汉语知识与技能的掌

握。而将新主流电影融入汉语国际教

育，可将抽象的语言知识转变为可视化

的影视内容，促使海外学习者在观看与

模仿过程中直观掌握语言技能，为汉语

国际教育提供高质量教学素材。

二、新主流电影融入汉语国际

教育的方法

汉语国际教育者可采取放映影片精

彩片段、引导学生练习、分享观影感受等

途径将新主流电影融入汉语国际教育过

程中，以激发海外学习者对汉语的学习

兴趣，促使海外学习者在观看新主流电

影过程中提升汉语思维与汉语水平。

其一，截取精彩片段，激发学习兴

趣。汉语国际教育者可截取新主流电

影的精彩片段，并穿插于课堂教学过程

中，依托优质的情节内容激发海外学习

者学习汉语的兴趣，以加深海外学习者

对汉语知识的印象。以往，汉语国际教

育者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往往以汉语基

础知识教学为主，而此类传统教学模式

使得课堂趋于单调，且缺乏良好的学习

氛围。加之，海外学习者在接受汉语知

识时往往存在畏难心理，此类课堂教学

模式便会无形中加大海外学习者学习

汉语的难度。而教师通过截取新主流

电影中的精彩片段，并于课堂教学中放

映，既可丰富汉语国际教育课堂开展形

式，也可通过精彩的影视内容激发海外

学习者对汉语的学习热情，为汉语国际

教育的顺利推进提供影视助力。

其二，引导学生练习，提升汉语思

维。汉语国际教育者可将新主流电影

作为教学素材，引导海外学习者跟随新

主流电影中的台词进行口语练习，促使

海外学习者在模仿过程中逐步形成汉

语思维，提升海外学习者的汉语表达能

力。具体而言，一方面，汉语教师可选

择情节较为简单或语言发音清晰的电

影片段，并鼓励海外学习者逐字、逐句

跟读，进而在跟读过程中掌握汉语学习

语感，为后续汉语学习奠定扎实基础。

另一方面，汉语教师可指导海外学习者

复述其所跟读的影视片段中的台词，并

在海外学习者的复述过程中完成对相

同类型词汇的拓展与延伸，以扩充海外

学习者汉语词汇量，达到“寓教于乐”的

教学目的。

其三，分享观影感受，增强交际能

力。新主流电影以讲述中国故事、展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其中蕴含完

整的故事情节与充满内涵的价值理念，

可为汉语国际教育提供成熟的教学模

板。汉语国际教育者可充分发挥新主

流电影讲故事的优势，引导海外学习者

直观感受中西文化差异，进而在不同文

化冲击下加深海外学习者对中国文化

的理解程度，为后续汉语学习扫清障

碍。同时，汉语教师可播放完整的影片

内容，并以小组讨论方式使海外学习者

分享观影感受，在彼此交流过程中提升

海外学习者的汉语表达能力，实现汉语

知识与技能的有效应用。

三、结语

新主流电影与汉语国际教育的融

合无疑可为汉语国际教育提供全新思

路，不仅可丰富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内

容，还可将抽象的汉语知识转化为动态

的视觉影像，促使海外学习者加深对于

汉语知识与中国文化的理解，为汉语国

际教育提供影视助力。

（作者系广西财经学院国际教育学

院副研究员）本文系2021年度广西高

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重点项

目）“基于产出导向教育理念的中外合

作办学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与

应用研究--以广西财经学院为例”（项

目编号：2021JGZ15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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