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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影视作品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李鑫梅

（四川传媒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高校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一直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场所，尤其是随着

网络传媒的快速发展，高校大学生已成为意识形态争夺的重点对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已成必然。红色影视作品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形式，

以宣扬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为主题，内含正确的价值观念，以其为载体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显得非常重要与迫切。

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文艺以及大众传媒及其功能为理论依据，着重研究红色影视作品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困境，提出切实可行的途径，以期为此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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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色影视作品概述

（一）红色影视作品的内涵

“红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历来是祥和、喜庆的代名词，

“红色文化”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改革和现

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而“红色影视作

品”就是基于红色文化创造的影视作品，是中华革命精神的载体，

它产生于社会主义革命期间。

到底什么是红色影视作品，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从广义上讲，凡是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凡是以“建

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主题；以拯救中华民族，发展中国为主题的，

乐观积极、充满正能量的影视作品都称为红色影视作品。

在较小的范围内，“红色影视作品”指的是反映中国共产党

人和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以及社会进步人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英雄行为的电影和电视剧。

（二）红色影视作品的特征

红色影视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马克思文艺理论认为，艺

术创作都是立足于现实，顺应社会发展方向的，是时代的产物。

红色影视作品也是如此，它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始

终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红色影视作

品的创作也随之不同。在抗战时期，红色影视作品主要以争取人

民解放、民族独立为主题。比如《定军山》《上甘岭》等这类影

视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抗击外敌入侵时的艰辛与勇气。而新时

代红色影视作品主要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主题。比如网剧《在

希望的田野上》《约定》关注返乡青年、支教教师，这类影视作

品反映了中国人民新时期的奋斗与聪明才智，塑造了众多优秀的

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主题和任务，红色影

视作品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的发展，但它始终围绕着时代的

主题，始终是时代的产物。

红色影视作品具有娱乐性与教育性并存的特征。影视作品是

一种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娱乐活动，而红色影视作品与其他影视作

品不同，它既有娱乐性，又有教育性。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影

视作品延伸到千家万户，出于娱乐的需求受众才会选择观看影视

作品，所以红色影视作品一定要有趣味性，才能给观众带来感官

愉悦，才能更好地吸引观众。同时红色影视作品的内容以政治为

基础，大多以革命历史和英雄伟人为题材进行创作，具有很强的

教育性，这种教育性不是单方面的向受众进行灌输，而是一种潜

移默化的思想渗透。它通过塑造人物形象，设置故事情节等艺术

表达形式处理包括价值观念在内的教育信息，观众在观看影片时

潜意识会认同并理解影片想表达的教育信息，这种寓教于乐的教

育方式，符合人类认知规律。

二、红色影视作品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行性分析

（一）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红色影视作品有助于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增强教

育实效性。在高校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一般都采取传

统的课堂教学方式。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比较抽象难懂，内

涵的知识也很丰富，需要教师深度挖掘进行教学。除了挖掘内容

之外还需要教师对抽象的内容进行转换，转换为学生容易理解和

接受的内容，这对于部分教师来说有一定难度。因此传统的课堂

教育对教师有极高的要求，并且也很难取得实效，而将红色影视

作品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增强教育的实效性。

红色影视作品是影视作品的一种，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就

是一种面向大众的娱乐方式，因此内容通俗易懂。不存在有学生

看不懂的情况，相比课堂教学更加简单明了，学生更容易接受。

将红色影视作品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影视作品这种通

俗易懂的形式进行教育，以往传统课堂可能要几堂课才能讲清楚

的知识点，这种全新的教学方式可能一堂课就能讲解清楚，大大

提高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同时，将相关的理论和红

色影视作品中的情节结合在一起，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

够降低学习难度，增强教育实效性。

（二）激发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红色影视作品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还能够激发学生学习

的兴趣，提高学习的自主性。国家一直很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每个高校都专门开设了的思政必修课，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

学生学习的热情一般不高。

学生缺乏学习的自主性，就很难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而红

色影视作品集教育性与娱乐性为一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载

体，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红色影视作品不同于教材上

的知识，它是由一帧一帧的画面组成的，是通过剧组人员布景、

化妆呈现的画面，同时红色影视作品中的台词和对白等通过艺术

渲染比书本上的语言更加形象生动。通过红色影视作品的画面，

学生能够更直观的看见我国革命年代的落后场景，以及战争的血

腥和残酷画面，更能看见革命英雄浴血奋战的画面，这些画面能

够带给学生视觉上的冲击，激发学生的情感，同时更能够引导学

生自觉的向先辈学习，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三、红色影视作品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融入手段缺乏有效性

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红色影视作品是一个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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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载体。近几年来，它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并被纳入到

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但是融入手段缺乏有效性，

并未取得特别显著的效果。

目前，红色影视作品已经引入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

上，但是部分教师引入红色影视作品的目的是为了丰富课堂教学

形式。他们并没有重视红色影视作品特有的教育功能，只是通过

播放红色影视作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节课堂氛围，在课堂上

引入红色影视作品只是走走形式，认为过多的引入红色影视作品

会占用课堂教学的时间。因此在选择运用红色影视作品进行课堂

教学的时候，这部分教师就会选择趣味性更强的一两分钟的片段，

或者是将红色影视作品的片段放置于课程一开始的导入部分。这

类片段在课堂上出现的时间过短，甚至有的都不能展现一段完整

的内容，趣味性大于教育性，同时缺乏有效的手段进行引导，难

以充分发挥红色影视作品的教育功能。

也有部分教师虽然有心利用红色影视作品进行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但是在教育过程中缺少充分激发红色影视作品教育功能

的环节，将红色影视作品引入教学中缺少有效的干涉和引导。红

色影视作品只是辅助教学的一种载体，将其运用于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中，需要教师利用有效手段进行引导，才能取得良好的教

学效果。

（二）融入过程缺乏深刻性

目前，红色影视作品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深刻性，

不够深入，虽然已经引入了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但

也仅限于引入而已，缺乏更深层次的融入。

部分高校只是一味的强调要将红色影视作品引入课堂，对

于红色影视作品引进课堂的教学效果更多的是关注它是否创新

教学形式，是否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不重视红色影视

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否表达出来，是否被

学生接受。

部分高校组织开展的红色影视作品相关活动也只有组织学生

观看红色影视作品或是开展红色影视作品相关讲座两种传统形式，

活动形式缺乏创新性，导致红色影视作品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浮于表面，缺乏深刻性，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红色影视作品不仅是良好的教育载体，并且自身兼具教育功

能，充分发挥其最大的教育效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定能取

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四、红色影视作品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分析

目前，红色影视作品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取得了一

些成就，同时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因此，目前就要结合这些成

就和问题，针对红色影视作品的特点改进和开辟融入途径。以充

分发挥红色影视作品的教育功能，实现红色影视作品育人。

（一）提高教育工作者对红色影视教育功能的认识

教育工作者运用红色影视作品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首

先就需要对红色影视作品有一定的研究和认识，尤其是对红色影

视作品教育功能的认识更要透彻。

高校思政教研室可以定期组织相关教育工作者对红色影视作

品教育功能进行研究。不同类型的红色影视作品，教育功能的发

挥途径也不同，因此就需要组织教育工作者对红色影视作品的分

类和发挥红色影视作品教育功能的途径进行研究。

红色影视作品的分类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根据其选题的不

同，可以分为革命历史类和英雄传奇类。根据内涵的价值观念不同，

又可分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类型、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教

育类型、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教育类型以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教育类型。高校就需要组织教育工作者共同从不同的角度对红色

影视作品进行统一分类，并对不同类型的红色影视作品的教育功

能进行研究，以提高教育工作者对红色影视作品教育功能的认识。

除了对红色影视作品的分类进行研究，高校还应该组织教育

工作者对发挥红色影视作品教育功能的途径进行研究。红色影视

作品的类型不同，特点也不同，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的途径也就

不同。比如，个人传记型教育工作者就可以结合主人公的性格特点、

杰出贡献等来进行教学；而重大战役型教育工作者则可以结合该

战役爆发的背景、该战役的重大意义等进行教学。

除此之外，在教学过程中还有很多途径能够充分激发红色影

视作品的教育功能，就需要高校组织教育工作者结合具体的教学

实践对红色影视作品教育功能的发挥进行研究。

（二）完善红色影视作品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

目前，红色影视作品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还是浮

于表面，并且创新性也不足。部分高校对红色影视作品的使用仅

仅是课堂教学中简单的引用，这种形式无法完全发挥红色影视作

品的教育功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还有部分高校组织开展的

红色影视作品相关活动只有讲座或观看红色影视作品这种简单传

统的形式，这种形式创新性不足，无法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因此，

改进和创新其融入形式极为重要。

高校可以组织与红色影视作品相关的各种课外活动。如与红

色影视作品相关的辩论赛，可以针对红色影视作品中的某个人物、

某个事件或是某句台词进行辩论。还可以开展红色影视作品相关

的知识竞赛，由专业教师建立题库，在全校范围内进行知识竞赛，

同时也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知识竞赛。除了上述的这些活动，学校

还可以组织与红色影视作品相关的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们自行

组队，以积极向上的红色影视作品为原型进行扮演，这种形式能

够深度挖掘红色影视作品的教育功能，充分利用红色影视作品对

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当今社会互联网发展迅速，深受大学生群体的喜爱，许多大

学生通过网络学习、交友等等，因此高校也可以建立网络教育平台，

充分利用网络实现红色影视作品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政

教研室可以建立专门的红色影视学习网站，网站内首先应该涵盖

尽量多的具有教育意义的红色影视作品。其次，专门的红色影视

学习网站只有大量优秀的红色影视作品肯定是不够的，重点在于

通过网络平台对学生进行教学。因此在每一部红色影视作品的旁

边还可以附上解说视频，深度挖掘该红色影视作品所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的内容，供学生观看。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录制专门

的网络课程，将红色影视作品与课堂教学相结合。需要注意的是，

红色影视学习网站要不断地更新，优秀的红色影视作品在源源不

断的产生，因此，只有不断更新，红色影视作品网络教育平台才

能更好地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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