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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借助红船精神推进高校立德树人发展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但关于红船精神的现有研究多局

限于理论层面，较为抽象化，难以转化为现实力量推进立德树人。如何挖掘红船精神的具象化要素，寻

找红船精神推进立德树人发展的现实路径，成为破解当前抽象化困境的关键。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利用

SPSS数据分析工具，对个体结构要素对红船精神认知度影响情况、红船精神认知度对立德树人发展影响

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最终发现：“以动态化过程、实体化内容、网络化途径、政治化队伍”能够有效落

实红船精神，推进高校立德树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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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the help of 
the red boat spirit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in academic research. However, the exist-
ing research on the spirit of the red boat is mostly limited to the theoretical level, which is more 
abstract and difficult to be transformed into a practical force to promote moral education. How to 
excavate the concrete elements of the red boat spirit and find the concrete path of the red boat 
spiri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and people has become the key to solve the current 
Abstract dilemma. By designing a questionnaire and using SPSS data analysis too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structural elements on the recognition of red boat spirit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recognition of red boat spiri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and fi-
nally finds that “dynamic process, substantive content, network approach and political team” can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red boat spiri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in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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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抽象化困境：红船精神推进立德树人发展的困境分析 

红船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教材，是高校立德树人的宝贵财富。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红船精神与立

德树人的结合有利于将红色基因嵌入每位青年大学生的灵魂深处，成为他们精神的归宿、前行的动力。

目前学界对红船精神的研究多停留于以理论阐述理论期间，重在阐述红船精神的内涵和研究的重要价值

和意义，研究的应用性不强，主要存在两大问题。 
一方面，红船精神研究抽象化，“目前学界对红船精神的研究集中于阐述红船精神的理论内涵、现

实价值、重要意义等”，停留于以理论阐述理论阶段，即以红船精神来研究红船精神，以论证性、解释

性研究为主，应用性研究偏少。另一方面，红船精神推进高校立德树人的路径研究抽象化。目前对红船

精神的弘扬主要有两个方式：一是校内教育性弘扬路径；二是校外社会性弘扬路径。校内教育性弘扬路

径主要是课堂教学[1]和校园文化建设[2]两种方式。校外社会性弘扬路径，主要借助党员个体、南湖革命

纪念馆的建设和服务以及文化创意产业[3]来弘扬红船精神。但这两个实现路径都不够具象化，过于抽象

化和理论化，不利于推动红船精神和立德树人理论的发展。 
当前对于红船精神研究过于抽象化，不利于通过红船精神发展立德树人，无形的红船精神若想真正

落地实现，就必须将红船精神具象化。鉴于此，本文从具象化视角切入，以问卷调查为分析工具，探索

红船精神具象化路径，及如何通过红船精神推进高校立德树人发展，为高校实现立德树人和探索红船精

神弘扬新路径提供借鉴。 

2. 研究设计：指标设置与调查方法 

结合研究主题，本课题主要采用实证和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问卷结构上，整体分为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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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结构、红船认知序、高校立德树人发展序。在个体结构方面，主要考察年级、政治面貌、担任干部

情况、所处地域情况等个体结构要素对红船精神认知影响；在红船认知序方面，主要设置对红船精神的

了解方式、理解程度、践行程度等问题；在高校立德树人序方面，问题主要关于高校德育现状、学生理

想信念、创新精神、奉献意识发展状况。 
在调查对象上，此次调查共收集了 367 份问卷，大一大二各有 176 人，大三大四分别是 9 人和 4 人。

在所处地域上，嘉兴市共有 183 人，非嘉兴市有 185 人。政治面貌方面，党员有 8 人，非党员有 360 人。

其中，有 134 人为学生干部，234 人为非学生会干部。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借助 SPSS 数据分析工具，运用卡方分析、描述性分析等方法，探析个体结构

与红船认识关系，以及红船认知对高校立德树人发展影响，从中找出红船精神具象化的方式，并从实际

出发，提出红船精神推进高校立德树人的具体路径。 

3. 数据地图：红船精神具象化因素及其对立德树人影响分析 

3.1. 个体结构因素对红船精神认知影响 

为考察个体结构因素对红船精神认知度影响，我们从“性别、年级、政治面貌、担任学生干部”四

大因素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调查(见表 1)。 
 

Table 1.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structure factors on the cognition of Red Ship Spirit 
表 1. 个体结构因素对红船精神认知影响 

 
红船精神了解程度 

没听说过 听说过但不了解 了解不全面 完全了解 

性别 

男 
频数(百分比) 45 (68.2%) 37 (56.1%) 63 (38.2%) 41 (57.7%) 

调节的残差 3.2 1.0 −4.3 1.4 

女 
频数(百分比) 21 (31.8%) 29 (43.9%) 102 (61.8%) 30 (42.3%) 

调节的残差 −3.2 −1.0 4.3 −1.4 

年级 

大一 
频数(百分比) 58 (87.9%) 35 (53.0%) 71 (43.0%) 12 (16.9%) 

调节的残差 7.2 0.9 −1.7 −5.8 

大二 
频数(百分比) 6 (9.1%) 28 (42.4%) 93 (56.4%) 49 (69.0%) 

调节的残差 −7.0 −1.0 3.0 4.0 

大三 
频数(百分比) 0 (0.0%) 2 (3.0%) 1 (0.6%) 6 (8.5%) 

调节的残差 −1.4 0.3 −2.1 3.6 

大四 
频数(百分比) 2 (3.0%) 1 (1.5%) 0 (0.0%) 4 (5.6%) 

调节的残差 0.7 −0.3 −2.4 2.6 

政治面貌 

党员 
频数(百分比) 1 (1.5%) 0 (0.0%) 0 (0.0%) 7 (9.9%) 

调节的残差 −0.4 −1.3 −2.6 4.9 

团员 
频数(百分比) 30 (45.5%) 52 (78.8%) 143 (86.7%) 58 (81.7%) 

调节的残差 −6.7 0.4 4.0 1.1 

群众 
频数(百分比) 34 (51.5%) 14 (21.2%) 22 (13.3%) 6 (8.5%) 

调节的残差 6.8 0.1 −3.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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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频数(百分比) 1 (1.5%) 0 (0.0%) 0 (0.0%) 0 (0.0%) 

调节的残差 2.1 −0.5 −0.9 −0.5 

是否为学生干部 

是 
频数(百分比) 17 (25.8%) 20 (30.3%) 57 (34.5%) 40 (56.3%) 

调节的残差 −2.0 −1.1 −0.7 3.9 

不是 
频数(百分比) 49 (74.2%) 46 (69.7%) 108 (65.5%) 31 (43.7%) 

调节的残差 2.0 1.1 0.7 −3.9 

Sig = 0.000 < 0.05. 

 
调查数据显示：在问题“你对红船精神的了解程度？”中，在被调查的 368 人中，选择“没听说过

的”共有 66 人，选择“听说过，但不了解的”有 66 人，选择“了解不全面的”则有 165 人，而选择“全

面了解的”仅有 71 人。整体来看，目前学生对红船精神的认知度多处于“了解不全面”状态。 
通过进一步观察被调查对象在性别、年级、政治面貌和担任干部情况几方面因素的频数和百分比分

布，及调节残差可以发现：在性别方面，女生比男生更倾向于了解红船精神；在年级方面，大一学生更

倾向于没听说过，而大二大三大四学生更倾向于“了解不全面或完全了解”；在政治面貌方面，党员、

团员更倾向于听说过，而群众更倾向于没听说过。党员和团员不断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洗礼可能是引起

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被调查对象“在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方面也显示出一定的差异性，担任学生干

部的比没担任学生干部的更倾向于了解红船精神。学生干部作为学生中的特殊群体，是高校开展各项工

作的中坚力量，需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 

3.2. 红船精神呈现样态对红船精神认知影响 

红船精神作为一种无形精神，其外在呈现样态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对红船精神的认知。为探析

不同呈现方式对红船精神认知影响，我们又对调查对象最初了解红船精神方式及其意愿了解方式进行了

调查。 
在问题“您最初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红船精神的？”中，在被调查的 368 人，除去没听说过的 66 人

外，有 55 人通过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等遗址了解，36 人通过报刊书籍了解，54 人通过宣传标识了解，

95 人通过红船课程了解，36 人通过网络宣传了解，还有 26 人通过其他方式了解(见表 2)。 
通过进一步观察不同了解方式间的频数百分比分布及残差情况发现：以参观革命纪念馆方式或学习

红船精神课程方式了解红船精神的人，更倾向于完全了解，而以城市和学校宣传标识或网络宣传方式了

解红船精神的人，对红船精神的认识多停留于了解不全面层次或听说过但不了解层次。而以书籍报刊杂

志方式了解红船精神的人，其对红船精神的了解程度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 
 

Table 2. The influence of the appearance of Red Ship Spirit on the cognition of Red Ship Spirit 
表 2. 红船精神呈现样态对红船精神认知影响 

 
红船精神了解程度 

总计 
没听说过 听说过但不了解 了解不全面 完全了解 

最初了解

红船精神

方式 

参观南湖革命纪

念馆等遗址 

频数(百分比) 0 (0.0%) 10 (18.2%) 28 (50.9%) 17 (30.9%) 55(100.0%) 

调节的残差 −3.8 0.1 1.0 2.4  

书籍报刊杂志 
频数(百分比) 0 (0.0%) 10 (27.8%) 19 (52.8%) 7 (19.4%) 36(100.0%) 

调节的残差 −3.0 1.6 1.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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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或学校的宣

传标识 

频数(百分比) 0 (0.0%) 14 (25.9%) 32 (59.3%) 8 (14.8%) 54(100.0%) 

调节的残差 −3.7 1.7 2.3 −.9  

学校开设的红船

精神等课程 

频数(百分比) 0 (0.0%) 7 (7.4%) 54 (56.8%) 34 (35.8%) 95(100.0%) 

调节的残差 −5.3 −3.1 2.7 4.7  

网络宣传 
频数(百分比) 0 (0.0%) 14 (38.9%) 21 (58.3%) 1 (2.8%) 36(100.0%) 

调节的残差 −3.0 3.5 1.7 −2.6  

其他 
频数(百分比) 0 (0.0%) 11 (42.3%) 11 (42.3%) 4 (15.4%) 26(100.0%) 

调节的残差 −2.5 3.4 −0.3 −0.5  

null 
频数(百分比) 66 0 0 0 66 

调节的残差 19.2 −4.2 −8.1 −4.4  

总计 计数 66 (17.9%) 66 (17.9%) 165 (44.8%) 71 (19.3%) 368 (100.0%) 

Sig = 0.000 < 0.05. 

 
为更进一步探索红船精神最佳了解方式，我们对红船精神的“意愿了解方式”进行了调查(见表 3)。

数据显示：在问题“您觉得以哪种形式宣传红船精神会让你更感兴趣？”中，可以看到“与红船精神有

关的文创产品”响应率最高，达 24.29%，视频多媒体资料占比次之，达 23.34%，而书籍、宣讲会等方式

占比相对较小。意味着大众更愿意接受与红船精神有关的文创产品如杯垫、文件夹、贴纸或视频多媒体

资料，而传统的书籍、交流会并不占优势。原因可能是互联网时代，通过视频传播更快速、方便、有趣，

且将红船精神与文创产品相结合的新型形式更能吸引大众。 
 

Table 3. Understand the spirit of the red ship in a willing manner 
表 3. 红船精神意愿了解方式 

项 
响应 

频数 响应率 

书籍 116 13.74% 

微信公众号推送 162 19.19% 

视频多媒体资料 197 23.34% 

宣讲会、交流会等系列活动 143 16.94% 

与红船文创产品(如杯垫、文件夹、贴纸等) 205 24.29% 

其他 21 2.49% 

汇总 844 100% 

3.3. 红船精神认知情况对高校立德树人影响 

为通过红船精神推动立德树人发展，我们从调查对象的创新意识和社会实践意识出发，对高校立德

树人发展状况进行调查，并尝试研究红船精神认知情况对高校立德树人发展影响(见表 4)。 
在问题“是否参加过学校创新创业等类项目”中，通过观察频数、百分比分布，及调节残差发现：

选择“没听说过”“听说过但不了解”的调查对象，更倾向于未参加过，而选择“了解不全面”“完全

了解”的调查对象，更倾向于参加过。在问题“是否参加过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中，我们也发现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4117


许露云 等 
 

 

DOI: 10.12677/ass.2021.104117 875 社会科学前沿 
 

了类似结果，即“没听说过”或者“听说过但不了解”的人，更倾向于未参加过，而选择“了解不全面”

“完全了解”的人，更倾向于参加过。由此可以看出：红船精神对于推动高校立德树人发展有积极意义。 
 

Table 4. The influence of Red Ship Spirit on moral education 
表 4. 红船精神对高校立德树人影响 

 
红船精神了解程度 

总计 
没听说过 听说过但不了解 了解不全面 完全了解 

是否参加过志愿服

务等社会实践活动 

参加过 
频数(百分比) 37 (56.1%) 46 (69.7%) 146 (88.5%) 67 (94.4%) 296 (80.4%) 

调节的残差 −5.5 −2.4 3.5 3.3  

未参加 
频数(百分比) 29 (43.9%) 20 (30.3%) 19 (11.5%) 4 (5.6%) 72 (19.6%) 

调节的残差 5.5 2.4 −3.5 −3.3  

是否参加过学校创

新创业等类项目(挑
战杯、SRT、学科竞

赛等) 

参加过 
频数(百分比) 6 (9.1%) 12 (18.2%) 39 (23.6%) 30 (42.3%) 87 (23.6%) 

调节的残差 −3.1 −1.2 0.0 4.1  

未参加 
频数(百分比) 60 (90.9%) 54 (81.8%) 126 (76.4%) 41 (57.7%) 281 (76.4%) 

调节的残差 3.1 1.2 0.0 −4.1  

Sig = 0.000 < 0.05. 

4. 具象化路径：红船精神推进立德树人发展的路径探索 

通过以上调查可以看出，红船精神对高校立德树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结合调查中的过程影响因素

和调查分析结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具象化红船精神，推进高校立德树人发展。 

4.1. 以动态化过程宣传红船精神 

通过对“红船精神最初了解方式”的调查研究，可以看出，以参观革命纪念馆等活动方式了解红船

精神的，更倾向于完全了解红船精神，而在“红船精神意愿了解方式”调查中，视频多媒体形式、文创

产品形式成为人们最喜爱的方式。这说明，相比于静态的纸质材料、或单调的宣讲会等方式，动态化的、

趣味化的红船精神呈现方式，更易被外界接受，更能增加人们对红船精神的了解，也更有助于推进高校

立德树人的发展。为此，可以充分挖掘红船精神的动态化传播路径：一方面，开设红船精神实践课。对

于红船精神的传播，不应仅停留于静态理论课，要变理论课为动态活动实践课。高校应结合自身实际，

因地制宜地开设特色红船精神实践课。深挖以红船精神为核心的红色资源，组织学生参观与红船精神有

关的纪念馆、探访红船精神人物、带领学生开展与红船精神相关的社会实践调查和研究，在动态活动中

熏陶学生，潜移默化地增进学生对红船精神的认知；另一方面，充分开发各类视频资源传播红船精神。

近年来火爆全网的短视频深受当代大学生的喜爱。红船精神在短视频入场时代，要与时俱进，变换红船

精神的叙事方式、时空观念、传播方法，占据网络文化制高点。可以以红船精神发展史为文本素材，通

过电影、短视频、音乐等现代媒体形式，加工红船精神，变换传播形式，进而增加红船精神对当代大学

生的吸引力，使得大学生在刷视频的娱乐过程中，内在认知和品格被红船精神无形感染和影响。这样的

方式使红船精神文化保持了持久活力，让红船精神传播更快速、方便、有趣，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学生

更好更快地了解红船精神，推进立德树人。 

4.2. 以实体化内容呈现红船精神 

根据调查可以看出，在通过书籍和宣传语了解红船精神的学生中，只有 14%和 19%的人表示完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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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而在接下来的意愿了解方式调查中，书籍的响应率也仅有 13%左右，相比而言文创产品的响应率最

高，为 24.29%。可见，理论性、抽象性的书籍在提高人们红船精神认知方面效果并不明显，因而，可以

转化红船精神呈现方式，设计实体化、具象化的红船精神产品，激发人们了解欲：一方面，可以设计、

开发红船精神文创产品。立根于党的建设发展史、我国革命发展史等历史材料，尤其是挖掘红船精神形

成发展过程中的典型故事、典型代表人物，在此基础上，将红船精神与文化创意类产品相结合，制作成

杯垫、文件夹、贴纸等日常生活用品，在生活中融入红船精神；另一方面，将红船精神融入校园文化环

境建设中。校园文化环境建设不应仅局限于红船精神宣传标语，还可以在校园建筑设计、文化长廊设计、

校园石像设计中融入红船精神，同时积极发挥学校社团组织作用，开展特色的红船精神文化活动，从而

将抽象化的红船精神以实体化内容呈现出来。 

4.3. 以网络化途径延伸红船精神 

通过对比不同地域对红船精神的了解程度，分析发现，嘉兴内的高校往往比非嘉兴的高校了解得多，

这说明目前红船精神的传播很大程度上还停留于嘉兴市域内。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因而红船精神的传播也不应仅限于嘉兴市，应面向全国。为此，可以借助现代网络化途径，打破时空界

限，将红船精神传播到每个手机端背后的人：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尤其是虚拟仿真技

术，在网络平台再现红船精神的形成发展史，让身处和平年代的学生能够切身体验到革命战争年代形成

的红船精神，这不仅能够让学生形成感性认识，还能够带来理性思考，在技术与红船精神的融合中，让

红船精神飞边中华大地；另一方面，建立网上红船精神资源库。可以系统性整理红船精神形成发展过程

中的杰出人物资料和故事，形成网络专题窗口，方便人民快捷了解；同时，还可以研发“红船精神知多

少”答题闯关模式，借助当前游戏平台的规则和形式，让人们在娱乐中了解红船精神。通过网络途径使

不同地域的高校都能对红船精神有一定程度了解，达到延伸红船精神的目的。 

4.4. 以政治化队伍落实红船精神 

从个体结构因素对红船精神的影响情况中，可以看到，高年级的、政治面貌为党员团员的或担任学

生干部的学生更倾向于听说过红船精神，他们作为学生中的特殊群体，是高校开展各项工作的中坚力量，

需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也是红船精神传播和立德树人发展的生力军。因此，发挥党员、团员、学生

干部群体模范作用至关重要：一方面，加强对这类政治化队伍的培训，锻造红船精神传播生力军。高校

要系统实施青马班工程，设置合理的培训课程体系，加强高校间的培训交流，在理论和思想上武装政治

队伍，让他们成为红船精神传播的小种子，成为高校立德树人的榜样；另一方面，积极借助宿舍、班级、

社团等微社区，发挥政治化队伍在微社区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用优秀的品格感染周围同学、坚实的行动

带动周围同学，充分发挥政治化队伍的辐射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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