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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音乐文化是指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革命和建设密切相关的音乐文化，蕴含着中国共产

党的理想信念、英勇斗争精神和坚定信仰。红色音乐文化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感染性。红色音乐文化在强

化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发挥着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文化自信、提高审美情趣和厚植爱国情怀等重

要功能。红色音乐文化融入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具体路径包括丰富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课程内容、改进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教学方法以及提升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活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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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以及爱国主义教育

的深入推进，红色音乐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

注。在此背景下，将红色音乐文化融入高校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教育

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强调

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鼓励高校将其纳入教学内

容。高校应在教育教学中融入红色音乐文化，以

促进学生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识

和理解。在相关研究中，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关注

红色音乐文化在教育中的应用。一些研究着重分

析了红色音乐文化的特征和功能，强调其具有革

命性、人民性、时代性、艺术性，认为这些特性使得

红色音乐文化有着极高的教育价值［1］。同时，也

有一些研究开始探讨将红色音乐文化融入高校思

政教育的具体方式和路径［2］，提出了一些初步的

思考和建议［3］。
然而，当前有关红色音乐文化在高校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的价值和路径的研究仍不充

分。因此，笔者将在本文中进一步探讨这一主题，

旨在对红色音乐文化在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中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提供更为全面、深
入的思考。

二、红色音乐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 一) 红色音乐文化的内涵

红色音乐文化，简单来说，就是指那些与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革命和建设密切相关的音乐文化。
这种音乐文化不仅仅是艺术表现形式，更是一种

精神象征和历史记忆，它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理

想信念、英勇斗争和坚定信仰［4］。红色音乐文化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内容，红色音乐文化作品

通常描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革命和建设活动

以及人民在这些活动中的斗争和牺牲，旨在传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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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的理想和信念，展现人民群众的英勇斗

争，鼓舞人们坚定信仰和决心。其次是形式，红色

音乐文化主要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如歌

曲、舞蹈、戏剧，这些形式易于传播和理解，能够直

接触动人们的心灵，引发人们的共鸣。
总的来说，红色音乐文化是一种特殊的音乐

文化，它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

革命历史和理想信念，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和社

会意义［5］。
( 二) 红色音乐文化的特征

1．鲜明的思想性

红色音乐文化的首要特征是其鲜明的思想

性。它以音乐作为载体，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

想、精神风貌、斗争历程等方面的主题融入其中，

从而实现了意识形态的艺术化表达［6］。这种音

乐作品旨在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信念，展现

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鼓舞人们坚定信仰和决心。
因此，红色音乐文化不仅是艺术的表现，更是思想

的表达。它通过艺术手法，将革命理想、信仰、精

神传递给听众，从而实现了意识形态的艺术化

传播［7］。
2．高度的艺术性

红色音乐文化的艺术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是音乐形式的丰富多样，包括歌曲、歌舞、歌剧等

多种艺术形式; 二是音乐作品的艺术创新，包括旋

律的原创、编曲的创新、表演的独特等［8］。这些

艺术创新使得红色音乐文化具有了较高的艺术

性，从而 能 够 吸 引 更 多 的 听 众，并 产 生 深 远 的

影响。
红色音乐作品往往以其激昂的旋律、深情的

歌词、丰富的情感表达和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吸引

了大量的听众。同时，由于红色音乐文化的艺术

形式多样，不仅有传统的歌曲等音乐形式，也有现

代的音乐形式，如音乐电影、音乐剧。因此，红色

音乐文化能够满足不同听众的艺需求，从而扩大

其影响范围。
3．强烈的感染性

红色音乐文化通过音乐的力量，能够深入人

心，引起听众的共鸣，激发听众的感情。其音乐作

品通常富有激情和力量，旋律激昂、歌词深情，容

易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激发听众的爱国情怀和

革命热情。
此外，红色音乐文化的感染力也体现在其故

事性强、情感表达直接和深入人心等方面。这些

音乐作品通常以讲述历史事件、描绘人物形象、反
映社会生活等方式，引发听众的共鸣，激发听众的

情感反应。这种直接而强烈的感染力使得红色音

乐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能够深入人心，产生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
4．质朴的通俗性

在战争的时代背景下，红色音乐文化以政治

文化的形式得以体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时
代的变迁，红色音乐文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得

越来越普及，展现其通俗性。比如大量涌现的中

国红歌，就可以很好地体现并表现出它的大众化。
这种歌曲可以以人们所喜爱的方式，展示出红色

音乐文化所潜藏的精神风貌，让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也可以接触到它。
总的来说，红色音乐文化具有鲜明的思想性、

高度的艺术性、强烈的感染性和质朴的通俗性，这

几个特征使得红色音乐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重

要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影响力［9］。

三、红色音乐文化融入高校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价值

( 一) 坚定理想信念

红色音乐作品往往富含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激

进的情感表达，其通过生动、感人的旋律和歌词，

深入传递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英勇斗争精

神，激励人们坚定理想信念，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10］。
首先，红色音乐文化中的很多作品，如《红旗

颂》《东方红》，生动描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进行革命斗争、抵抗外侮、建设祖国的伟大历程，

这些历史画卷饱含丰富的思想内涵，向人们展示

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和坚定信

念。通过学习和欣赏这些作品，高校学生可以深

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理想和信念，从而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更好

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其次，红色音乐文化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广

泛的影响力，这使得它能够深入人心，激发人们的

情感共鸣，引导人们接受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

想信念。比如，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以深情的歌

词和激昂的旋律，表达了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情感的直接表达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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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高校学生更直观、更深入地理解和接受中

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从而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
红色音乐文化是一种艺术化的思想教育方式，它

通过艺术的方式，使得理想信念教育变得更加生

动、有趣，从而提高了教育的效果［11］。
因此，将红色音乐文化融入高校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中，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

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也可以使他们在欣赏音乐

的过程中，接受理想信念的教育，从而达到坚定理

想信念的目的。
总而言之，红色音乐文化在坚定理想信念方

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可以通过生动、感人的音

乐作品，使高校学生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和理想信念，激发爱国情怀和革命热情，从而帮助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
( 二) 增强文化自信

红色音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反映

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辉煌历史

和伟大精神风貌。因此，将红色音乐文化融入高

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有助于高校学生

增强文化自信［12］。
红色音乐文化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内涵，展示了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

的优秀品格和伟大精神。红色音乐作品，如《在

希望的田野上》《歌唱祖国》《领航》等，深情歌颂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

的伟大历程，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彰显

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通过学习和欣赏这些作

品，高校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

统文化建设和伟大精神风貌，从而增强自身的文

化自信。红色音乐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

性，它既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又反映了中

国社会的时代变迁［13］。红色音乐作品通常以深

入人心的旋律和情感充沛的歌词，讲述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动人故

事，传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种

既保持民族特色，又富有时代气息的艺术形式，对

于培养高校学生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红色

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广泛影响力，使其在全社

会，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拥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影

响力。这不仅有利于传承和发扬红色文化，也有

助于增强高校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感，从而提高他们的文化自信。
红色音乐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内涵、鲜明的

民族特色和高度的时代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红色音乐文化融入高

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无疑将有力提升

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增强他们的

文化自信，进而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4］，培养具有良好思想道德

素质和高度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大学生提供强有力

的支持。
( 三) 提高审美情趣

红色音乐文化作品形式丰富，旋律优美，情感

饱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红色音乐文化中

的作品，如《映山红》《闪闪的红星》等，以其优美

的旋律、深情的歌词和饱满的情感，吸引了大量的

听众，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对于高校学生来说，接

触和欣赏这些音乐作品，不仅可以提升他们的审

美情趣，也能够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文化 魅 力，增 强 他 们 对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 自

信［15］。红色音乐文化的歌曲多以平实的语言，深

情的表达，抒发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敬

仰、对生活的向往，这种直接的情感交流方式，可

以引起学生的强烈共鸣，激发他们的审美情趣，促

进他们的情感发展。红色音乐文化作品中的艺术

形象生动具体，富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强烈的时

代气息，如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中的革命战士

形象，以其坚定的信仰、英勇的斗志和高尚的品

格，激发听者的敬仰之情和模仿之欲，提升他们的

审美情趣。
红色音乐文化以其丰富的艺术形式，生动的艺

术形象和深情的情感表达，对提升高校学生的审美

情趣具有重要作用。将红色音乐文化融入高校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

解和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提升他

们的审美情趣，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16］。
( 四) 厚植爱国情怀

红色音乐文化是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的长期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赞

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表

达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深深体

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因此，将红色音乐文

化融入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无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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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地厚植学生的爱国情怀。红色音乐作品如

《英雄赞歌》《唱支山歌给党听》等，通过深情歌颂

祖国的山河和人民的英勇斗争，深深唤起了人们

的爱国之情。对于高校学生来说，通过学习和欣

赏这些作品，他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

历史和革命精神，增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

感，从而厚植他们的爱国情怀。红色音乐文化作

品常常以动人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讲述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新中国的动人

故事。这些故事展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和伟

大胜利。对于高校学生来说，通过学习和欣赏这

些作品，他们可以深刻理解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

和伟大胜利背后的爱国情怀，从而更深入地认识

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厚植他们

的爱国情怀。红色音乐文化作品通过表现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展现了中

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优秀品质，如坚韧不拔、百折

不挠、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品质不仅是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精神支柱，

也是高校学生追求学术进步和个人成长的精神动

力。通过学习和欣赏红色音乐文化作品，高校学

生可以进一步理解和体验这些伟大精神和优秀品

质，增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厚植他们的

爱国情怀。
总之，将红色音乐文化融入高校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中，可以有效地帮助大学生了解中

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和革命精神，坚定他们的理想

信念，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心和审美情趣，厚植他

们的爱国情怀［17］，从而为培养具有高度爱国情怀

的新时代大学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四、红色音乐文化融入高校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路径

( 一) 丰富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课

程内容

将红色音乐文化融入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教育的课程内容，是一项重要的教学任务。通

过精心设计的课程内容，可以帮助学生深入了解

红色音乐文化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和思想内涵，

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

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课程中，增加关

于红色音乐文化的专题研究［18］。例如，可以开设

“红色音乐文化与中国革命历史”“红色音乐文化

与中华民族精神”等专题课程，通过对红色音乐

文化的深入研究，帮助学生了解红色音乐文化的

历史发展、艺术特色和思想内涵，提升他们的历史

素养和文化素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

课程中，融入红色音乐文化的具体案例。可以选

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红色音乐作品，如《我爱你

中国》《歌唱祖国》等，作为教学案例，通过深入剖

析这些作品的创作背景、艺术表现和思想内涵，帮

助学生深入了解和理解红色音乐文化。在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课程中，设置红色音乐文化

的实践活动。例如，可以组织学生参加红色音乐

文化的演唱活动、创作活动等，通过亲身参与，让

学生在实践中深入了解和体验红色音乐文化，增

强他们对红色音乐文化的认同感和亲近感。
将红色音乐文化融入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教育的课程内容，既可以帮助学生深入了解红

色音乐文化，也可以提升他们的历史素养和文化

素养，增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而更好

地培养和提升他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二) 改进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教

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融入红色音乐文化，不仅需要

丰富和完善课程内容，更需要对教学方法进行创

新和改进。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实践［19］。
一是采用情境教学法。将红色音乐作品的创

作背景、艺术特点和思想内涵设计成具体的教学

情境，引导学生通过主体的参与和实践，深入了解

和理解红色音乐文化。例如，在讲解中国革命历

史的课程中，教师可以播放相关的红色音乐作品，

让学生在音乐的陪伴下，更直观、更生动地感受那

个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和人民的英勇斗争［20］。
二是采用合作学习法。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

作，共同研究某一首红色音乐作品，分析其艺术特

点、思想内涵和社会影响，通过合作学习，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和问题

解决能力。同时，合作学习也有利于学生之间的

思想交流和情感交融，有利于培养他们的集体主

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三是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法。在课前，教师可

以将红色音乐作品的基本信息和研究资料通过网

络平台提供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前进行预习和自

主学习［21］; 在课堂上，教师主要负责组织学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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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讨论和分享，解答学生的疑问，引导学生进行深

入的思考和反思。翻转课堂教学法可以让学生在

课前、课中和课后全程参与，充分调动他们的主动

性和创造性，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思维

能力。
综上所述，将红色音乐文化融入高校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教学过程，需要教育工作者

不断创新和改进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大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

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目标。
( 三) 提升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活

动成效

在红色音乐文化的教育实践中，高校需要有

效地调动各方资源，设计丰富多元的实践活动，通

过实践活动的方式，提升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教育的成效。
首先，可以通过组织红色音乐欣赏活动，让学

生亲身感受红色音乐的魅力。例如，可以组织学

生观看红色音乐的音乐会或者歌唱比赛，通过欣

赏经典的红色音乐作品，使学生在享受艺术的同

时，理解红色音乐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其次，

通过组织红色音乐创作活动，激发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艺术才能。可以开设红色音乐创作工作坊，

邀请专业的音乐教师和作曲家为学生讲解音乐创

作的基本技巧和方法，引导学生创作自己的红色

音乐作品，将自己对于红色精神的理解和感悟融

入作品中。再次，组织红色音乐教育研讨会或者

论坛，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和批判思维。例如，可

以组织学生围绕“红色音乐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主题进行讨论，让学生对于红色音乐

文化的理解和应用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最

后，可以通过组织红色音乐文化实地考察活动，增

强学生的实践经验和历史感知。例如，可以组织

学生参观红色音乐的发源地，了解红色音乐的历

史背景，感受红色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
将红色音乐文化融入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教育的实践活动，既可以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入

理解和感受红色音乐文化，也可以提升他们的艺

术素养和研究能力，有利于培养他们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提升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的活动成效。

五、结语

红色音乐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伟大革命斗争历程的精神内核，是我们的宝贵精

神财富。红色音乐文化在培养和激发学生的爱国

情感、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但如何更好地

在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利用这一资

源，仍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纵观全球，弘扬和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特别是

那些代表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优秀文化，已经

成为各国深化教育改革、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

径。随着中国日益崛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培养越来越受到重视，红色音乐文化在高校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教育价值也应该得到充

分认识和有效运用。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

红色音乐文化将会在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新一代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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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and Path of Integrating Ｒed Music Culture into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ense in Universities

GUO Yan-yan
( School of Music，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330027)

［Abstract］ Ｒed music culture refers to the music culture closely related to history，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which embodies the ideals and beliefs，heroic struggle and firm
fait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Ｒed music culture is featured by ideology，artistry and influencing
characteristics． Ｒed music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en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such as strengthening ideals and beliefs，enhancing cultural
confidence，improving aesthetic sensibilities and cultivating patriotic sentiments． The specific ways to integrate
red music culture into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en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lude
enriching the content of the curriculum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ens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mprov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ens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ense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d music culture; education on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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