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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百年荣光，红色文化薪火相传；铸魂育人，高校美育方兴未艾。红色文化是时代精神的浓缩，将红色文

化厚植于高校美育教育中，推动了高校美育工作的不断发展，丰富了乡村振兴的精神资源。通过探寻高

校红色美育和乡村振兴之间的深层联系，找到高校红色美育深入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并且通过

研究实践，发现高校红色美育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更多路径，通过创新实践活动，找到新时代高校红色美

育发展与乡村振兴同步推进的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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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 century of glory, red culture passed on the torch; casting souls and educating people, college 
aesthetic education is on the ascendant. Red culture is the condens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the red culture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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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iches the spiritual resourc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exploring the deep connection between 
red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red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found. 
Through research and practice, we found more paths for red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found new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d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rough 
innovative practic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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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色文化诞生形成于中国历史特殊时期，是中国百年奋斗历程的浓缩。弘扬红色文化，讲好中国故

事是当代青年的责任和使命。十八大以来，国家倡导将红色文化深入高校“五育”工作中。20 年，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强化了学校美育的育人功能，为高校美育工作指明了

方向，同时红色文化不断融入美育工作的各个环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高校将红色美育与

专业培养，实践能力相结合，面向周边乡村，以红色文化为指引，向乡村注入美育人才。以美铸魂，推

动乡村精神文化的发展；以美赋能，推进乡村经济建设。因此，在高校红色美育深入乡村振兴的大趋势

下，探寻高校红色美育和乡村振兴之间的深层联系，探索高校红色美育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更多路径，对

高校红色美育深入乡村振兴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2. 红色美育的文化价值和教育力量 

“美”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审美教育更是国家重要的工作。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提倡将红色文

化融入高校的“五育”教育中，力求能培养真正深刻理解红色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高校教育不

断地发展中，红色文化通过美育的形式获得广泛的传播和深入解析，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红色美育。红

色美育是以红色文化为根基，以红色精神教育为中心，通过红色艺术的熏陶，提高学生红色审美和人

文素养，并实现学生个人人格的完备，从而更好地培养红色血脉的传承人。红色美育以传承百年的红

色精神为标准培养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感悟力，鉴赏力和创造力，其中所蕴含着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和

教育力量。 

2.1. 红色美育的文化价值 

“红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1]。红

色美育将红色文化具象化，生动化，艺术化。通过美术，音乐，文字，教育等多种不同形式，将红色文

化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进行有机统一。并通过教育教学，在实践中传承马克思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坚定执着和不懈的伟大追求，传播好红色文化。通过艺术性的方式，将中国百年奋斗历程生

动再现，推进中国红色精神的入脑入心入行，引导青年学生积极传播红色文化、树立红色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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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红色美育的教育力量 

红色美育为美育教育提供精神力量。红色美育中蕴含着强大红色精神。中国百年的建设历史，便是

无数英雄的奉献史，他们是中国发展的先驱，也是红色美育的创造者。在十月革命的炮火下，先人从嘉

兴南湖出发，筚路蓝缕，砥砺前行，走过漫漫五千里长征，扛过十四年抗战，最终解放全中国。在赶考

路上，一路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开启中华民族的崭新篇章。“革命理想高于天”，“我将无我，不

负人民”这些精神正是美育教育最好的精神教科书。 
红色美育为美育教育提供文化支持。红色美育在发展中沉淀和积累了众多优秀文化作品，一大批

红色小说，如《红岩》；红色戏曲，如《红灯记》；红色电影如《满江红》等红色作品传扬于世，形

成专属于红色文化的海洋。这些优秀作品，以独特的艺术力量和审美教育，如同春雨般，润物细无声

地进行着美育的教育。当受众对红色美育作品进行阅读，观看和理解，并产生精神的共鸣时，美育教

育便实现了。 
高校红色美育正是红色美育教育力量的集中展现。高校红色美育是依托红色美育为基础，在全国各

大高校中开展红色育人实践。高校红色美育的内容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是打造红色课堂，将红色美育

加入专业培养方案，教师教学方案中，通过打造红色文化精品美育教学课程，推动红色文化研究和美育

教育的有机融合，在美育教学中讲好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审美。另一方面是开展红色活动，通过校内外

红色美育实践活动，结合文学，美术，影视等多项艺术形式，让红色文化动起来，活起来。在校内开展

以红色美育为中心的宣讲会，表演活动，艺术比赛以及志愿服务。增加学生和红色美育的人生和互动。

在校外开展红色研学，组织学生到红色文化纪念馆，陈列馆，展览馆等红色遗址进行沉浸式美育教育，

在研学中感受红色美育的教育力量。 

3. 高校红色美育与乡村振兴的深层联系 

3.1. 高校红色美育与乡村振兴发源扎根于同一文化血脉 

高校大学生正处于精神世界塑造的关键时刻，高校红色美育肩负培养好大学生精神世界的重任。高

校红色美育重点培养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意识和实践能力，因此高校红色美育聚焦于学生对红色文化

的研究，红色精神的传播和红色活动的实践。其中红色文化的精神和内涵正是培养好大学生精神世界的

肥沃土壤。乡村振兴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根基。而红色文化便是乡

村文化的主心骨。只有深挖乡村中的红色文化，以红色文化点燃乡村文脉，才能以文化赋能乡村，实现

真正的乡村振兴。高校美育教育只有从红色文化中生根发芽，才能培养出真正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红

色文化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传播和发展红色文化是高校红色美育和乡村振兴的同一需要。 

3.2. 高校红色美育与乡村振兴理想目标具有一致性 

高校红色美育教育是为了培养学生认识红色美，感悟红色美，传播红色美的能力。正如有的学者提

到：“美是人类物质与精神创造的动力之源，美育归根结底是创造力教育、是美化心灵和陶冶情感的教

育”[2]。红色美育是以个人精神教育为中心，通过提高艺术审美和人文素养来实现个人人格的完备发展，

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在物质获得

满足后，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断深入，而红色美育正能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力量，给人精神的富足。乡村

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仅有物质建设的乡村振兴，就如同一盘散沙，无法通过社会主义道路的风雨。

因此，乡村振兴既要发展好物质建设，更要发展好精神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和精神建设在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并驾齐驱，才能真正实现乡村的繁荣发展，到达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高校红色美育教育和乡村振

兴在实现人精神建设的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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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校红色美育深入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4.1. 激发乡村美育内生创新能力 

高校红色美育深入乡村振兴能够激发乡村美育内生创新能力的原因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校红色美育

充分展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红色精神文化，是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的；二是在激发乡村的

内生创新能力需要依托以人民为中心的红色精神力量。 
一方面美育的发展紧随着人民精神文化的发展。近代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蔡元培较早给美育下

定义“美育者，应用美学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指出来美育是以人的情感为特征的。

新中国成立后，美育成为“德智体美劳”五育教育中的一部分，强化了美育对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在

当今高校教育中，美育以审美教育为底色，将个人精神教育与红色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红色美育。虽然

随着时代的发展美育的内涵也在不断发展，但其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内核是不变的。 
2023 年，乡村振兴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从当前来看，高校红色美育深入乡村振兴依赖于实践活动，

但其内在是从乡村当下困境出发。空心村不断增多，城乡人口比例不断增大，都表明在乡村振兴中，人

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实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高校红色美育深入乡村的意义所在。 
另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发展，人民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村民既是乡村振兴的主

题，也是美丽乡村的创造者，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乡村美育的内生动力。当下的乡村发展也须

立足于红色精神文化。随着红色美育发展对村民精神文化发展的提升后，其在生活方式，艺术审美的实

践又推动着红色美育的深入，红色美育不断深入，村民生活幸福感不断提高，不断鼓励着人民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奋斗中推进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审美的进步，这就是红色美育深入乡村激起

的内生动力。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红色精神文化是激发乡村的内生创新能力的源泉。 

4.2. 强化高校红色美育的实践能力和教育质量 

全国师生走出校园，开展多样的红色美育实践活动。在红色美育的实践中，高校突破了以往校内活

动的局限性，将美育服务的窗口开往乡村，以乡村振兴为美育教育服务目标，以红色文化为美育教育精

神指引，引导师生了解乡村发展现状，将理论和实践深入结合，强化了高校红色美育教育深入乡村的实

践能力和教育质量。 

5. 高校红色美育深入乡村振兴的路径 

5.1. 结合第二课堂，开展校外美育实践活动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高校红色美育教育也是如此。在扎实推进红色美育教育深

入高校课堂的同时，相关深化美育创新与实践探索的活动也需同步推进。在校内课程教育的阵地外，校

外美育实践活动正是检验美育教育成果的好舞台。各大高校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推动第一课堂与第二课

堂相结合，将校内教学与乡村实践深度融通，运用多种方式深入乡村开展红色美育实践活动，让学生在

红色美育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红色精神的熏陶，让红色美育流淌入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以浙

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为例，探讨高校红色美育深入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5.1.1. “单兵作战式”乡村美育实践 
高校内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在假期开始后回到各自的家乡，如同星火散落在全国。在假期背景下，

建设“化整为零”的乡村美育实践方式。通过进行“星辰入海计划”，即学生在校内吸收美育知识后，

回到乡村因地制宜地检修美育实践，结合第二课堂学分模式，调动起学生参与活动的热情。“单兵作战

式”乡村美育实践不仅能辐射到更多乡村，还能保证活动的指向性，优势较大。从高校教育出发，在提

https://doi.org/10.12677/jc.2023.114132


陈丽 等 
 

 

DOI: 10.12677/jc.2023.114132 889 新闻传播科学 
 

高乡村美美育的同时，培养了学生反哺家乡的乡土情怀，淬炼青春的精神力量。从乡村振兴角度看，学

生了解家乡美育实践发展实际需求，能提供“一对一”的美育实践。学生作为乡村村民，在为乡村提供

美育实践时更为深入和便利。例如：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部分学生在校内美育专题课程中，学习到海

宁剪纸艺术，回到乡村在红色活动日，开展廉洁剪纸服务。部分学生在美育实践中了解到萧山花边非遗

技艺的现状和发展问题，就以此为题作为美育创新实践课题进行深入研究。 

5.1.2. “团队合作式”乡村美育实践 
“团队合作式”乡村美育实践模式是以学生团队为主导，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为主要模式

进行美育实践。与“单兵作战式”乡村美育实践模式相比“团队合作式”乡村美育实践模式人员更加多

样化，活动更加专业化，流程更加规范化等优势，在实践效果上是现今高校红色美育实践的最佳方案。

当前团队合作式美育实践的形式主要有：1) 将乡村美育实践融入第二课堂课程中，由专业指导老师带领

学生深入乡村采风，依托乡村红色历史景点，博物馆，展览馆等场馆进行美育实践；2) 由学生自由组队，

经过申报后，选出有意义的实践项目，在课余时间以团队的形式进入乡村实践。在实践内容上也更加多

样化，包括拍摄乡村红色文化宣传片，撰写乡村红色文化访谈集，绘出美好乡村等。综上所述，以学生

团队为先锋，以教师团队为助力，不断挖掘乡村美育深入，以高校红色美育托举出乡村红色美育的前方。 

5.2. 建设校地合作，拓宽校乡合作深度 

高校红色美育深入乡村振兴主体包括高校、政府、乡村等，高校想要将红色美育深入乡村就不离开政

府和乡村的大力支持。高校应寻求更多校地合作平台，构建多元化美育实践基地，将高校、政府、社会力

量三者联合起来[3]，以达到更好地传播红色美育，提高红色美育深入乡村振兴的深度。在这三者联合后，

高校能通过政府支持，借助乡村建设的发展平台，建立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全领域覆盖、全要素融合

的立体化育人体系。高校能够发挥好周边乡村的深厚红色资源，用好、用活红色资源，与乡村的红色场馆

携手建设好校外红色美育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在乡村中进行红色文化艺术宣讲，红色文化作品展览，以专

业能力激活乡村沉寂的红色文化，将红色美育融合进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实现乡村美育建设的多样化。 

5.3. 发挥高校专业特长，专业推动乡村 

在乡村建设不断推进的环境下，虽然高校红色美育实践深入乡村实践的空间非常广阔，但是高校仍

需做好自身红色美育的发展，“打铁还需自身硬”，完善的红色美育课程是高校红色美育深入乡村建设

的基础。2020 年 10 月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4]，其中指出把红色文

化融入学校美育全过程。因为高校根据各自专业特色将红色美育与乡村建设深入专业建设中，构建以乡

村建设为底色的红色美育课程。同时，将课程以艺术程度划分为专业类和非专业类，探讨红色美育专业

课程发展方向。 

5.3.1. 专业类美育课程安排 
艺术类专业学生拥有长期美育教育，更应以技术为主导，培养为乡村建设人才。在课程设置中，可

以加入乡土文化的学习，民间艺术的特色等课程。将重点落到红色文化于乡土文化相结合的艺术表达，

设计出美丽乡村的多样艺术形式，如红色墙绘艺术，红色长廊，红色展馆等的建设。在教学中，引导学

生以红色文化为底色，立足乡村发展，建立正确的创作观。 

5.3.2. 非专业类课程安排 
非专业类学生没有深厚的美育实践，更需要教师引导学生看见美，发现美。因此在非专业类课程的

设置中，可多多借鉴思政老师的课程经验，同时与专业类老师共同探讨教学方式，充分挖掘出于专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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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相联系的红色美育基点，将乡村红色历史，红色作品，以及红色艺术形似融入到专业课程中。让美包

裹在非专业课程的知识点上，从课程中生根发芽。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感受到美的熏陶。提

升学生认识美、欣赏美、应用美、创作美的能力，实现以美辅德、以美促技、以美润心，实现美育纳入

专业技能人才培养全过程[5]。以课程教育推送红色美育的传播，以专业能力驱动乡村美育的发展，架起

了高校美育于乡村建设的人才培养之桥。 

6. 结语 

高校红色美育深入乡村的实践，对学生而言，校内教育提高了他们的审美能力，增强了他们的民族

精神，乡村实践提高了他们回馈社会，奉献乡村的精神。对乡村而言，提高了村民的生活幸福感，文化

审美素质和内在精神力量，促使村民更好地建设乡村。文章探寻红色文化的力量，厘清了高校红色美育

与乡村振兴的深层联系，找到了高校红色美育深入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进行高校红色美育深入

乡村振兴的路径的研究。明确以第二课堂为工具，联合校外资源，以校内教育为主要阵地，以校外实践

为方式来拓展红色美育深入乡村振兴的路径。高校更需精准培养乡村振兴人才，找到更多路径，才能进

一步深入乡村振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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