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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

□ 袁 渊

摘 要：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的大背景下，红歌作为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有效

载体之一，可以被广泛用于培育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当前不少高校对红歌功能的挖掘不够充分，

校内红歌传唱仍流于形式，这些因素制约着红歌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的发挥。新时代用红歌唱响高校

爱国主义教育主旋律，要以红歌优美激昂的旋律与寓意深刻的歌词进一步发挥情怀感召作用，要注重

红歌传唱的仪式感，此外还要以红歌进一步推进高校音乐教学的课程思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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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即红色歌曲，泛指歌颂共产党、社会主义和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歌曲，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广

义的红歌是指共产国际成立以来，在全世界共产主

义运动中形成的具有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歌

曲的统称。 [1]如著名的《国际歌》，它以雄浑庄严的

旋律吹响战斗号角，坚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心，流露

出共产主义者的大无畏乐观主义情怀。狭义的红歌

是指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在抵御外侮、追求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直接借用、

改编国内外原有歌曲旋律进行填词或使用西洋作曲

技法创作的以爱国和革命为主题，并在社会上得到

广泛传唱的群众歌曲。[2]如田汉、聂耳在中华民族救

亡图存的抗战年代，抑制不住胸中澎湃的爱国激情，

创造了红歌的巅峰之作《义勇军进行曲》，即后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红歌情感基调浓郁，音乐旋

律流畅，节奏感强，擅长激发人性的情怀感召，适合

广泛传唱。[3]本文尝试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

纲要》要求的大背景下，探讨新时代红歌的定位，思

考在新时代如何以红歌唱响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主旋

律，充分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实现对大学生

的政治认同教育。

一、新时代红歌的定位

2019年 11月 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指出，要有体现爱国主义教育要求的音乐作品；要注

重运用仪式礼仪，开展国歌演唱活动；要利用重大节

庆纪念活动，引导人们歌唱祖国，唱响共产党好、人

民军队好的主旋律，激发爱国热情、凝聚奋进力量；

要唱响互联网爱国主义主旋律，制作适合网络传播

的音频，汇聚爱国主义正能量。根据《纲要》精神，

本文认为在新时代，红歌可以理解为一切爱国主义

歌曲的总称，即歌唱祖国、歌唱共产党、歌唱人民军

队的主旋律歌曲。这些歌曲本身富有吸引力和感

染力，适合仪式礼仪、重大节庆以及互联网传播，能

够激发爱国热情、凝聚奋进力量、汇聚爱国主义正

能量。新时代红歌是丰富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

重要实践载体。

二、制约红歌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的主要

因素

当前部分高校对红歌功能的挖掘还不够充分，

校内红歌传唱仍流于形式，这些因素制约着红歌爱

国主义教育功能的发挥。

1. 对红歌功能的挖掘不够充分。红歌作为新

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有效载体，其功能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优美激昂的旋律与寓

意深刻的歌词发挥情怀感召作用。先秦《乐记》已有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记

载。音乐可以自然而然地达到陶冶情操的目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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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借助特定的旋律与歌

颂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引导。二是以自身蕴

含的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推进高校音乐教学的

课程思政建设。然而，当前部分高校对红歌的情怀

感召功能以及课程思政元素的研究依旧停留在浅表

层次，应在日后的具体工作实践中进一步发挥红歌

在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实现对大学生的政

治认同教育等方面的作用。

2. 校内红歌传唱流于形式。《纲要》要求要注重

运用仪式礼仪，开展国歌演唱活动，引导人们歌唱祖

国，唱响共产党好、人民军队好的主旋律。然而，当

前部分高校没有意识到以红歌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

吸引力与感染力、激发爱国热情、凝聚奋进力量的重

要性，仅仅将传唱红歌视作一种硬性的政治任务，而

不是真正从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载体的高度来审视红

歌的作用。这些高校没有筛选出真正优质的红歌作

品（经典红歌，以及创作于当下、彰显时代精神的新

红歌），亦没有在校园文化氛围建设中体现红歌元

素，导致红歌在校内的传唱流于形式，造成大学生对

红歌普遍无感的现状。

三、以红歌推进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

路径

红歌作为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载

体，其推进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实践路径包

括：进一步发挥红歌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情怀感召

作用，注重红歌传唱的仪式感，以红歌进一步推进高

校音乐教学的课程思政建设。

1. 进一步发挥红歌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情怀

感召作用。音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精神食粮，其本

能是使人获取沉浸式情绪体验，它体现的是一种情

怀感召，而情怀感召亦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一

环。红歌旋律多慷慨激昂，红歌的歌词亦有着深刻

的寓意，这使红歌本身具有强烈的情怀感召作用，能

够传达积极向上的情感意蕴，流露对革命英雄人物

的缅怀、对革命历史的追忆、对党的忠诚忠心、对社

会主义的歌颂、对人民的热爱，充分激发大学生的政

治认同。红歌是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有效载

体，红歌传唱必须传承经典，优秀的红歌文化不能断

代，要让青年大学生在一遍遍的吟唱中，深切体会红

歌优美激昂的旋律与寓意深刻的歌词产生的强大情

怀感召力。

2. 注重红歌传唱的仪式感。红歌曲调优美，旋

律动人，节奏明快，易于流传，能够极大地激发大学

生欢欣、愉悦的正向情感。仪式感指的是对内心情

感的一种正规化、程式化的表达，为人们普遍向往追

求。中国自古礼乐不分家，以红歌推进大学生爱国

主义教育时应当注重红歌传唱的仪式感。校团委、

宣传部、学工部等部门可以利用“五四”“七一”“八

一”“十一”等重大节庆，定期举办红歌会、红歌比赛

等活动，激发大学生的参与热情，使其体会到神圣、

庄严的氛围。高校尤其要发挥合唱团的阵地作用，

打造红歌传唱的经典品牌。

3. 以红歌进一步推进高校音乐教学的课程思

政建设。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当前我国高校正

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红歌中蕴含的

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可以服务于高校音乐教

学的课程思政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应牢牢抓住教师、

教材、教师三个关键。第一，红歌教学要有专门的教

室，这样才能实现红歌教学的常态化，告别过往的

“游击战”。第二，红歌教学要有专门教材，这样才能

实现红歌教学的规范化。第三，红歌教学要有专门

的师资力量，要注重红歌教学的人才队伍建设。

总之，红歌是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践

的有效载体。高校应以优美激昂的旋律与寓意深刻

的歌词进一步发挥红歌的情怀感召作用，通过定期

举办一系列音乐文化活动让红歌服务于校园文化建

设，通过努力发掘红歌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让红

歌服务于高校音乐教学的课程思政建设，以红歌唱

响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主旋律，让红歌伴随青年大学

生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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