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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ꎬ根植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ꎬ红色文化与

思政教育在教育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ꎮ 从理论维度看ꎬ红色文化能增强思政课堂的内容深

度ꎬ拓宽思政课堂内容来源ꎮ 从价值维度ꎬ红色文化能深化思政课堂价值引领ꎬ发挥文化育人重

要作用ꎬ增强教学的感染力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以九江红色文化为案例ꎬ阐述了九江红色文化沉浸

式体验教学在思政课实践中的应用价值ꎬ并从深挖九江红色文化中的思政元素ꎬ创新三阶协同

育人理论框架ꎻ依托九江红色文化资源ꎬ创新红色文化实践育人场域ꎻ构建技术驱动的沉浸式育

人体系ꎬ强化协同育人感知深度ꎻ创新多元化评价体系ꎬ推动红色文化育人成果转化等维度提出

了创新策略ꎬ希望促进九江红色文化与思政课实践教学深度融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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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ꎬ承载

着丰富的历史记忆、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ꎮ 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ꎬ培养学生爱国情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

的重任ꎮ 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ꎬ能全

方位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深度ꎬ提升学生的历

史认同感、责任感ꎮ 九江红色文化作为红色文化资

源谱系重要组成部分ꎬ蕴含理想信念与价值导向ꎬ
与高校思政教育目标具有较强的契合性ꎮ 因此ꎬ探
讨九江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教学与思政课深度融

合ꎬ具有重要意义ꎮ
一、九江红色文化的历史传承与精神内涵

江西是红色革命老区ꎬ九江在红色革命史上具

有特殊地位ꎬ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武昌起义爆发ꎬ九
江于 １０ 月 ２３ 日率先响应ꎻ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

又称“讨袁之役”ꎬ１９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湖口举旗ꎬ首先

在九江爆发ꎻ五四运动九江“三罢”一浪高过一浪ꎻ
九江与汉口是全国最早收回外国租界的城市ꎻ九江

是八一起义的策源地ꎬ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

旗升起的地方ꎬ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最终谈成和宣布

的地方ꎮ 建国后ꎬ党中央三次在这里召开重要会

议ꎬ九江还诞生了著名的九八抗洪精神ꎮ 根据 ２００９
年全国党史系统对革命遗址的普查数据ꎬ九江全市

共有革命遗址 ２６６ 个ꎬ占全省总数的 １１.３％ꎮ
九江红色文化精神既包含着革命年代先烈们

为理想信念献身的无畏气概ꎬ如汪仲屏、胡光灿等

烈士的英勇事迹ꎬ也涵盖着新时代对红色资源转

化ꎬ九江红色文化不仅是革命历史的见证ꎬ也依托

红色遗迹、英雄故事、文艺创作、教育实践ꎬ能够构

建起跨越时空的精神纽带ꎬ为赓续红色血脉、凝聚

时代力量提供基础ꎮ
二、九江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作用

价值

(一)有利于强化高校思政教育的政治引领

功能

九江红色文化具有浓郁的精神感染力ꎬ在思政

教育中的融入ꎬ依托沉浸式九江红色文化浸润ꎬ可
以强化思政实践教学的政治引领功能ꎮ 红色文化

中蕴含着党的奋斗历程、革命精神、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ꎬ可以为思政课教学提供鲜活教育资源ꎮ 教师

在思政教学中ꎬ可以深挖九江革命历史中的重大事

０５１



２０２５ 年第 ６ 期(总第 １８ 期)第 ２ 卷 教育科学文献 ＩＳＳＮ: ２９５８－２８９Ｘ

件ꎬ并与思政教育内容进行深度融合ꎬ从而将思政

理论知识转化为情感符号ꎬ让学生在红色文化场景

中深度感知思政教育内容ꎮ 九江红色文化沉浸式

教学ꎬ还能提供清晰的历史场景ꎬ从而激发学生的

情感共鸣ꎬ让学生能依托鲜活的历史素材来进行思

政学习ꎬ从而将思政知识转化自身价值认同ꎬ养成

坚定的政治认同ꎮ 筑牢意识形态防线ꎮ
(二)有利于实现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创新

九江红色文化作为红色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ꎬ
校园红色基因传承不仅要赓续历史记忆ꎬ也需要进

行创造性转化、解读ꎬ从而让红色文化与校园环境

深度融合ꎮ 思政课程作为九江红色文化校园传承

的载体ꎬ高校可以依托思政课来全面梳理九江红色

文化革命遗址、文献资料、精神谱系ꎬ从而构建专属

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库ꎬ让红色文化育人与思政教育

全面衔接ꎮ 九江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教学中ꎬ教师

可以依托虚拟现实、情景演绎等教学模式ꎬ从而突

破传统思政课堂时间、空间的限制ꎬ让学生在沉浸

式场景中感受红色精神生命力ꎬ从而在思政课堂

上ꎬ既保留着红色文化精神内涵ꎬ也能赋予思政教

育新表现形式ꎮ
(三)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沉浸式学习效能

九江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教学能将鲜活的红

色文化元素以丰富多样的场景呈现在思政课堂上ꎬ
从而突破传统思政教学课堂主要以理论教学为主

局限性ꎬ教师以九江红色文化为基础ꎬ依托数字化

技术来构建沉浸式教学场景ꎬ可以实现思政课堂的

多感官参与情感代入ꎬ以此来增强学生思政理论知

识的认知深度ꎬ实现思政知识的高效内化ꎬ让学生

能以九江红色文化为切入点ꎬ将思政知识转化为自

身的政治认同与理想信念ꎮ 此外ꎬ九江红色文化沉

浸式体验教学也能够优化思政实践教学形式ꎬ从而

引导教师打造“感知—体验—反思—践行”的思政

教学体系ꎬ以此来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ꎮ
(四)有利于构建具有九江特色的思政教育

品牌

九江红色文化作为九江全民共同的文化记忆ꎬ
具有较强的地域属性ꎬ主要依托地区依托地区深厚

的历史背景、革命传统ꎬ能为思政教育提供精神动

力ꎬ有利于高校具有九江特色的思政教育品牌ꎮ 高

校可以借助九江红色文化资源ꎬ将九江地区独特的

革命事件、革命人物、精神符号等内容ꎬ转化为思政

教学资源ꎬ从而形成独特的思政教育品牌ꎮ 沉浸式

教学模式的应用ꎬ可成为九江红色文化与思政元素

的催化剂ꎬ高校通过九江红色主题虚拟仿真思政课

程、九江地域文化研学路线开发等场景ꎬ凸显思政

教育品牌的教独创性ꎬ推动九江红色文化从地方资

源升华为全国思政教育模版ꎮ
三、九江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教学与思政教育

融合面临的问题

(一)九江红色文化资源挖掘与思政教育转化

脱节

九江红色文化作为思政教育鲜活的素材ꎬ具有

显著的思政育人价值ꎬ但部分高校在九江红色文化

资源转化中缺乏系统规划ꎬ从而造成九江红色文化

资源与思政教育内容不匹配ꎮ 一是ꎬ部分高校思政

教师在九江红色文化资源整合过程中ꎬ只是单一的

沿用文献素材与历史事件ꎬ并未针对性围绕思政教

育目标ꎬ提炼出与思政教育相匹配的精神内涵、价
值理念ꎬ从而使得红色文化元素融入流于表面ꎮ 二

是ꎬ部分教师在九江红色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中ꎬ只
是单一的文字内容植入ꎬ并未构建沉浸式教学场

景ꎬ难以发挥九江红色文化思政育人功能ꎮ 例如ꎬ
在“九八抗洪”精神宣讲过程中ꎬ教师并未依托多媒

体技术重现抗洪场景ꎬ只是单一的进行文字讲述ꎬ
从而造成“九八抗洪”精神难以深入人心ꎮ 这种脱

节使红色文化资源难以嵌入到思政课程体系ꎬ削弱

了其作为教育载体的功能价值ꎮ
(二)九江红色文化育人场景缺乏多元化

九江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教学在思政课的创

新实践ꎬ核心是丰富多样的教学场景ꎬ从而实现九

江红色文化与思政课教学深度融合ꎬ但目前部分高

校在九江红色文化融入过程中ꎬ虚拟仿真、角色扮

演等新场景化教学应用缺乏深度ꎬ育人功能主要集

中在纪念馆、教室等物理场域ꎬ缺乏线上线下联动

的教学场景设计ꎬ从而造成学生对九江红色文化认

知深度不够ꎬ难以将九江红色文化与思政知识进行

有效链接ꎮ 例如ꎬ教师在九江红色文化革命事件讲

解中ꎬ并未利用多媒体技术将事件场景呈现出来ꎮ
只是进行文字讲解ꎬ难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探究与情

感共鸣ꎮ
(三)九江红色文化与思政协同育人体系不

完善

九江红色文化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融合核心目

标是打造协同育人体系ꎬ但部分高校在九江红色文

化融入过程中缺乏清晰的目标规划ꎬ从而造成协同

育人体系不完善ꎮ 一是跨主体协作机制缺失ꎬ高校

思政教师、技术团队、教学管理部门之间缺少协同

机制ꎬ在思政课程设计、教学模式创新、教学资源优

化等环节缺乏协同ꎬ从而造成九江红色文化与思政

课教学融入出现不适应性ꎮ 二是协同育人责任定

位模糊ꎬ高校、社会组织等参与主体缺乏育人合力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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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场馆、红色纪念馆、革命遗址管理方等主体ꎬ虽
然为高校提供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ꎬ但没有深度

参与到九江红色文化与思政协同育人体系中ꎬ难以

凝聚育人合力ꎮ
(四)红色文化与思政协同育人评价体系不

健全

现有评价体系难以科学衡量沉浸式教学成效ꎮ
一是ꎬ评价标准主要偏重思政知识记忆ꎬ忽视了情

感态度转变、价值观内化等隐性思政育人效果ꎮ 二

是ꎬ评价主体单一化ꎬ大部分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

评价主要以教师单向考核为主ꎬ缺少学生自评、同
伴互评、社会反馈等多维度参与ꎮ 三是ꎬ评价结果

应用效果不佳ꎬ部分高校只是将评价结果作为考核

结果ꎬ并未深度应用在思政实践教学优化中ꎬ难以

为红色文化与思政协同育人优化提供全面支持ꎮ
四、九江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教学思政课实践

创新策略

(一)深挖九江红色文化中思政元素ꎬ创新三阶

协同育人理论框架

九江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具有目标一致、功能

相似性等特征ꎬ蕴含着丰富的思政育人元素ꎬ高校

教师需深挖九江红色文化中思政元素ꎬ深入融合到

思政资源ꎬ并以沉浸式教学模式呈现在思政教学课

程ꎬ从而构建三阶协同育人理论框架ꎮ 一是ꎬ高校

可以依托九江红色文化资源ꎬ构建红色思政元素图

谱ꎬ高校可以围绕秋收起义、万家岭战役等革命事

件ꎬ立足思政课实践教学目标提炼坚定信仰、创新

求变等思政主题内容ꎬ构建革命事件、历史人物、精
神内涵的三维映射模型ꎬ以此来形成红色思政教育

资源库ꎮ 二是ꎬ高校可以构建情境导入、深度体验、
价值内化的三阶育人操作模型ꎬ在情境导入阶段ꎬ
高校思政教师需围绕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教学需

求ꎬ针对性引入数字化技术ꎬ以此来构建多元化文

化育人情景ꎮ 例如ꎬ教师可以借助 ＶＲ 技术ꎬ将九江

红色文化历史场景以动画、视频等方式呈现出来ꎬ
依托音频、视频等方式来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ꎬ激
发学生的情感共鸣ꎮ 在深度体验阶段ꎬ主要聚焦红

色文化体验ꎬ让学生以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来深度

感知思政课程知识ꎬ强化思政课堂教学效果ꎮ 例

如ꎬ教师可以以“南昌起义爆发”事件为楔子创建角

色扮演活动ꎬ让学生通过不同角色扮演来感受“南
昌起义”的精神内容ꎬ感受中国共产党干预拼搏的

精神ꎬ从而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ꎮ 在价值内化阶

段ꎬ教师可以定期总结九江红色文化与思政协同育

人成果ꎬ并举办学术交流会ꎬ以此来推动学生将课

程知识转化为思想价值内化ꎮ

(二)依托九江红色文化资源ꎬ创新红色文化实

践育人场域

九江地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可以成为红色

文化实践育人场景ꎬ从而实现思政课实践的有效

延伸ꎮ
一是ꎬ高校需做好顶层设计ꎬ围绕九江红色文

化资源ꎬ根据思政教育目标设计红色文化实践育人

场域网络ꎬ起到统筹规划作用ꎮ 例如ꎬ思政教师可

以以秋收起义纪念馆为中心节点ꎬ衔接叶挺指挥部

旧址、万家岭战役遗址等革命场所ꎬ依托 ＡＲ 技术来

构建跨空间实时交互系统ꎬ以此来实现异地场馆虚

拟串联ꎬ从而打造红色文化教育圈ꎮ 二是ꎬ高校可

以结合九江红色文化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需求ꎬ创
新混合现实教学场景ꎬ例如ꎬ思政教师可以利用三

维建模复原赤湖游击队作战指挥场景ꎬ针对性开展

决策沙盘推演、革命物资调配等活动场景ꎬ让学生

在虚实叠加的场景任务重深化历史认知ꎮ
(三)构建技术驱动的沉浸式育人体系ꎬ强化协

同育人效果

九江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教学实施离不开技

术赋能ꎬ数字化技术的引入可以帮助思政教师构建

更加多元化沉浸式育人场景ꎬ以此来强化九江红色

文化与思政实践的协同育人效果一是ꎬ高校可以搭

建智能感知基础设施ꎬ借助物联网技术在红色资源

场所部署信息化设备ꎬ更加学生学习进度动态调

整ꎬ从而构建多维感知网络ꎮ 例如ꎬ当学生阅读岷

山革命文献资料时ꎬ可以自动投影三维地图与历史

场景片段ꎬ从而增强学生对岷山革命文化知识的理

解ꎮ 二是ꎬ为实现九江红色文化与思政知识深入人

心ꎬ高校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ꎬ建立跨域红色教

育资源推荐模型ꎬ根据思政课程学习进度ꎬ依托微

信公众号、ＱＱ 群、微博、抖音等载体来精准推送红

色文化思政育人资源ꎬ增强学生学习效果ꎮ 三是ꎬ
高校可以建立虚实联动的沉浸式教学空间ꎬ支持多

校学生跨时空协作完成秋收起义后勤保障模拟、赤
湖游击战策略推演等九江红色文化体验任务ꎬ以此

来深化学生对九江红色文化认知ꎮ
(四)创新多元化评价体系ꎬ推动红色文化育人

成果转化

评价体系作为九江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教学

思政课实践效果的主要工具ꎬ评价结果可靠性、科
学性不仅影响着九江红色文化校园传承ꎬ也制约着

九江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格局构建ꎬ高校

需创新多元化评价体系ꎬ从而为高校思政课实现

“铸魂育人”目标提供新思路、新方案ꎮ 一是ꎬ高校

可以建立认知、情感、行为的三维评价指标ꎬ思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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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可以将红色精神理解、价值认同感、社会实践参

与等内容纳入评价内容中ꎬ从而提升评价指标多维

性ꎮ 二是ꎬ高校在评价主体上ꎬ需突破传统教师主

导的模式ꎬ设计师生、同伴、社会多主体评价网络ꎬ
教师主要侧重过程性评价ꎬ全方位记录学生在九江

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教学中的学习情况ꎬ校外主体

主要评估学生实践任务达成度ꎬ同伴主要聚焦学生

学习态度、学习方式等维度ꎬ从而构成多元视角的

评价内容ꎮ 三是ꎬ高校在评价结果应用上ꎬ需做到

动态响应ꎻ阶段性评价结果需融入到九江红色文化

沉浸式体验教学思政课实践中ꎬ便于教师针对性调

整教学内容与教学计划ꎬ从而构建符合学生思政学

习的沉浸式教学场ꎬ从而打造评价驱动、成果孵化、
社会赋能的良性循环ꎮ

五、结论

九江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教学与思政教育融

合ꎬ不仅是高校思政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ꎬ也是九

江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键举措ꎮ 依托多元化

九江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场景ꎬ能够将九江红色文

化从历史记忆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内化的思

政素材ꎮ 创新实践场域与多元评价机制实施ꎬ可以

强化思政教育的政治引领效能ꎬ推动红色文化基因

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创造性转化ꎮ 以地域特色资源

为根基、以技术创新为引擎的思政实践创新教学模

式ꎬ可为九江打造了思政教育品牌ꎬ让九江红色文

化成为高校思政铸魂育人的力量源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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