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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视域下红色资源的视听化呈现及其教育传播路径

王再新,梁　 琼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宝贵财富,一些地方未能充分重视传承保护红色资源,
未能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内涵,导致部分红色资源呈现退化甚至消失的现象,红色资源的传承保护尤为迫切。 从红色资源视听

化呈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发,立足红色资源的视听化呈现形式,以数字化采集、保护、修复、管理、传承和利用等方式,充分

发挥新媒体互动、视听艺术情景、影视重现、文创活化等功能,实现人们对红色资源的情感体验、沉浸体验、现场体验和具象体

验,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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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物质载体,蕴含

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文化内涵,是新时代思

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材。 数字技术的突破性发展,
为开发、利用、保护、传播红色资源带来新的机遇。
我们应充分利用好数字技术优势,实现红色资源的

视听化呈现以及对外传播的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

红色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一　 红色资源视听化呈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红色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特殊

见证者,记载着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阶段的伟大历

程和辉煌成就,蕴藏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精

神力量,具有多重维度的时代价值。 因此,在新时代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要高度重视传承

保护红色资源,创新运用现代技术实现视听化呈现,
确保红色资源可持续发挥其价值。

(一)红色资源视听化呈现的必要性

1. 适应数字技术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对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和

传承。 习近平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

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1] 然而,红色资

源在时空因素的影响下,通常以一种静态的、表象

的、零散的呈现形式,客观地存在于人们的认知活动

中,无法主动发挥自身的价值,难以对人们产生积极

影响,必须通过载体进行资源转化才能实现其特有

价值。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

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红色资源的有效保护、利用和传

播,实现数字化信息与受众群体之间的智能匹配,从
而迎来了数字技术的新发展趋势,也更好地为红色

资源的创新呈现提供有力支撑。 因此,传承保护红

色资源需要适应数字技术发展趋势,充分利用数字

技术将红色资源视听化呈现,如通过三维数字化建

模技术将红色遗迹等比例复原场景,将历史遗存与

时代发展需要接轨,在做到红色资源整合开发、利用

和保护的同时,增强红色资源传播的沉浸式体验感、
具象化视觉感、互动性满足感,以引起人民群众的情

感共鸣和文化认同。
2. 传播红色资源潜在价值的内在要求

红色资源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和精神内涵,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在

政治上,发挥着强大的导向力和感召力,增强各族人

民对党、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在经济上,融合地域特色发展红色旅游相关

产业,推动乡村振兴,为实现共同富裕添砖加瓦;在
文化上,丰富和传承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牢固国家



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
教育上,红色资源蕴含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
为培养时代新人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教材[2]。 由此

可见,红色资源具有与生俱来的内在价值。 因此,应
利用新技术创新红色资源的视听呈现形式,深度挖

掘红色资源所蕴含的多重维度价值,实现革命场景

再现、红色史实整合、英雄事迹还原等,以具体的形

式提炼出具体的价值形态,增强红色资源的生动性、
观赏性、立体性,实现其潜在价值和现实价值在新时

代充分释放。
3. 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客观需求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讲话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
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3] 毫无疑问,党的百年

红色江山来之不易,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自觉从红色资源中汲取人民至上的伟大情怀,并
进一步以红色资源为重要载体,做到红色资源传承

为了人民,红色资源发展依靠人民,红色资源成果由

人民共享,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细化、个性化、多样化

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基础性支撑,不断汇集人民群

众磅礴的共建共享力量。 当前,在数字技术应用发

展的新机遇中,现代科技手段为创新红色资源的开

发、利用、保护和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使红色资源

以喜闻乐见的视听化形式呈现给广大人民群众。 具

体而言,就是将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新技术融合应

用,深层次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弘扬红色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红色文化熏陶,
引起思想上的互动以及感情上的共鸣,为人民创造

美好生活提供科学、丰富的精神指引,满足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的客观需求,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以
独特的创新意识、强烈的报国之情、过硬的个人本领

走好新的“赶考路”。
(二)红色资源视听化呈现的紧迫性

1. 红色资源面临局部资源消退的挑战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

不可再生资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历程,承载着弥

足珍贵的红色基因。 2021 年国家文物局公布:我国

革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全国不可移动革命文

物 3. 6 万多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 100
万件 /套[4]。 可见,我国红色资源整体上已经完成

了一定阶段的规划整合。 然而,在诸多因素的影响

下,我国局部红色资源正面临着消退的挑战。 从自

然因素来看,局部红色资源在时间的推移中,已经逐

步被自然侵蚀损坏,甚至是消失,特别是现存的老红

军老战士等革命英雄人物慢慢老去,而他们所经历

的真实史料并未及时得到完整有效的记录。 从人为

因素来看,重点红色资源被过度经济化,一般红色资

源如位置偏僻的旧址遗址等又处于无人知、无人管、
无人修的半保护或未保护状态,整体保护利用水平

相对较低。 因此,部分红色资源面临前所未有的消

退挑战,迫切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手段进行深层次挖

掘和抢救性保护,一方面最大限度地长期保护红色

资源,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使红色资源发挥教育

价值。
2. 红色资源缺乏物质化的真实性感观

人的主观感受是红色资源在开发、利用、保护和

传播过程中的重要衡量标准。 目前,学术界的专家

学者们普遍认为红色资源主要分为有形资源(物质

资源)和无形资源(非物质资源)两大类:一类就是

人的视觉能直观真实看到的物质实体;另一类则是

隐含在物质实体中的精神形态,是人的视觉无法观

察到,必须通过情感共鸣才能体验到的精神遗存。
这说明红色资源与人的主观感受是紧密联系的,需
要通过特定载体才能相互传达。 然而,在时空和技

术的制约下,红色资源不仅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偏远

地区,开发整合难度大,更不便于人们随时随地进行

实地参观感受,并且长期以单一、静态、陈旧的形式

展示,不适应受众多元化、个性化的需要,人们无法

在特定地域的红色资源中产生情感共鸣、情感带入,
最终造成红色资源缺乏物化真实性感观。 因此,传
承保护红色资源必须与时代发展潮流同频共振,充
分运用数字技术的发展优势,通过虚拟现实、大数

据、云计算、三维建模等新技术打破时空限制,对红

色资源进行视听化呈现,增强红色资源的画面感、真
实感、参与感,让红色资源在新时代“活”起来、“立”
起来、“潮”起来,实现红色血脉的代代相传。

3. 红色资源存在碎片化现象

近些年,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传播过程中明

显存在“碎片化”现象。 在开发方式上,就红军长征

沿线来说,虽然包括战争旧址遗址、纪念设施、烈士

墓碑、红色遗物等多种展现类型,但基本上是以单个

形式呈现,没有实现一体化开发和利用。 在开发手

段上,由于红色资源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诸多史

料在历史条件的制约下无法完全记录和保存,导致

后人难以掌握其全面性,最终呈现出片段式的史料

成果;同时,在对具体的红色资源进行开发时,往往

只注重表层形式的展示,而忽略其历史背景、价值意

义等深层次内容的挖掘。 在利用传播上,随着数字

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红色资源的利用传播提供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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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支持,但是由于信息的快速传播和更新,红色资源

往往以碎片化的形式快速呈现在受众面前,导致受

众无法系统全面地了解和感悟红色资源的价值和内

涵。 因此,必须找到红色资源与数字技术相耦合的

连接点,深入研究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涵、内在逻辑和

发展规律等,把各个碎片化信息汇集起来形成红色

资源数据库,让红色资源保护、开发、传承和教育传

播更加系统、更加全面、更加深入人心。

二　 数字技术视域下红色资源的视听化呈现形式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助推红色资源的创新性发

展,不断将红色资源向数字化转化,以其视觉听觉表

征的形式,增强红色资源的直观性、趣味性、具象性

等。 具体就是运用三维建模、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技

术,系统开发、利用、保护和传播红色资源,实现红色

资源的永续传承。
(一)运用三维数字建模技术复原红色资源的

遗址场景

三维数字建模技术是红色资源转化为数字虚拟

信息进行视听化呈现的关键。 要充分利用三维数字

建模技术对其遗址场景进行精确测绘和生动复原,
实现红色资源的逼真建模和模拟再现,有效提高红

色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传播的效能。
基于红色资源当前所面临的消退危机,三维数

字建模技术主要是采用激光扫描和摄影设备来高精

度地勘测收集红色资源遗址场景的相关数据,利用

计算机视觉技术在三维空间中,对所获取的几何点

云数据与纹理数据进行细致的数据匹配和处理,并
自动生成三维数字化模型,以此来重建和再现红色

资源的遗址场景,实现视听化呈现,为红色资源的长

久保护和永续传承提供科技手段。 具体而言,首先,
数字化采集红色资源的遗址场景信息。 组织多学科

交叉的专业团队利用激光扫描设备和摄影设备,对
革命遗址、遗迹现场进行全息摄影、激光扫描等,实
现对遗址场景无损、快速、准确的三维测量,系统性

勘测、收集和整理红色资源的数据信息。 其次,数字

化处理红色资源的遗址场景信息。 运用三维建模的

核心软件,在三维立体空间对红色遗址的几何点云

数据与纹理数据进行数据精准匹配处理和实体视听

化呈现,并自动建构成红色资源三维数字模型,实现

红色遗址电子模型的永久性存储。 最后,三维打印

技术制造红色遗址的场景模型。 根据已有的红色遗

址三维数字建模成果,利用三维打印技术,按不同比

例将红色遗址进行 3D 场景模型打印出来,得到一

个被复制还原的微型模型实体,增强红色资源视听

化呈现的视觉效果,以突破时空局限和情感隔阂的

阻碍,形成一个猛烈冲击视觉神经的数字化红色遗

址实体,例如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光荣之城”大沙

盘就是很好的三维呈现形式。
(二)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活化红色资源的影像

资料

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人们想象中的虚拟世界

从一维(文本)、二维(视听)转向三维(虚拟现实空

间),逐渐趋向可视化与物理化[5]。 可见,虚拟现实

技术使人的思维想象逐步演化成现实可见的虚拟存

在。 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在数字技术领域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和深度的创新呈现,成为其主要的前沿技

术之一,为创新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传播内容提供

了新思路,是红色资源数字化转化过程中的重要

载体。
虚拟现实技术的优势为活化红色资源的影像资

料提供了契机。 基于红色资源的影像资料,综合运

用传感器、立体显示、网络技术等多领域技术,更好

地创建一个生动逼真的虚拟现实场景,实现受众与

虚拟场景的感知互动,增强人们物化的真实性感观,
有效延长人们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维度感知能

力。 一方面采用红色资源线上的虚拟现实成果转

化。 专业的文物数字化团队联合各地的红色资源管

理部门,从当地现存的红色影像资料中获取红色史

实的第一手真实材料,主要包括影像资料中记录的

人物事迹、革命场景、战役过程等内容,根据材料内

容灵活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红色史实的全景式虚

拟复原,增添影像的色彩感和立体感,以更立体、更
生动、更逼真的虚拟效果,打造一系列“地方特色主

题”的红色资源虚拟互动产品,并运用移动终端在

线上向人们随时随地的展示虚拟现实成果,例如华

东理工大学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复原长征沿线纪念馆

场景。 另一方面,采用红色资源线下的虚拟现实成

果转化。 基于线上的前期红色资源虚拟现实成果,
在线下打造红色资源影像复原虚拟现实体验馆,综
合利用多点触控技术、多媒体影像技术、音效技术进

行场景视听化呈现,以震撼的视听效果、逼真的三维

画面和沉浸式的人机互动,增强情景代入感和空间

想象力,让体验者跨时空、跨地域感受身临其境,在
情景交融中真正感悟红色精神。

(三)运用大数据技术创建红色资源的数字资

源库

大数据技术是红色资源数字化建设的重要手

段,是促进红色资源跨时空保护、利用和教育传播的

重要载体,是让红色资源“保得住” “活起来” “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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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重要抓手。 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2018—2022 年)的意见》强调,要“适度运用现代

科技手段,增强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的互动性体验

性”“推进‘互联网+’革命文物,对革命文物进行全

景式、立体式、延伸式展示宣传”等[6],让红色资源

在数字化进程中“保得住”“活起来”,以视听化呈现

形式“传下去”。
红色资源依托大数据技术汇集来自全国或区域

的各种红色资源数据信息,对其进行数字化的信息

收集、处理、优化和展示,创建一个集科研、储存、保
护、传播和传承为一体的区域性数字资源库,乃至全

国性数字资源库。 一是整体收集红色资源的数据信

息。 基于红色资源固有的地域特性和共同逻辑性,
坚持政府统筹,以实地调查挖掘、文献资料查找、网
络数据汇总等方式,拍摄、录制本区域内的红色资

源,包括红色公园、红色场馆、红色基地、红色文物、
红色书籍、红色文艺以及老红军老战士的现身口述

史等等,实现数字化视听化保存并呈现,使红色实体

数据信息和现有的各地红色资源数据库信息,综合

集成到数据云计算系统。 二是分类汇总红色资源的

数据信息。 利用数据云计算技术,将全国各地的数

字化红色资源,按专题特色分类汇总,涉及地域特

色、时间分段、重大事件、精神谱系等,充分挖掘各地

红色资源的独特价值,对红色资源整体数据做到取

其精华,实现精准化个性化数字化整合。 以地域特

色分类汇总为例:吉林省红色历史档案数据库、湖南

红色记忆多媒体数据库、湖北红色历史文化数据库

等[7]。 三是创建视听化的红色资源数据库。 红色

资源前期的数据进行收集、分类、整合,创建一个地

域性或国家级的视听化红色资源数字库,并充分利

用大数据技术的数字化永久存储、精准化主题数据

聚合和自动化数据资料更新的独有特质,实现红色

资源的永续传承和全民共知共享,提升红色资源的

价值利用和教育效能。

三　 视听化红色资源的教育传播路径

充分运用新媒体互动、艺术情景、影视重现、文
创活化等现代传播技术的媒介形态和载体,推动视

听化的红色资源对外传播,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

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一)发挥新媒体互动功能,推动视听化红色资

源的情感体验

新媒体是视听化红色资源教育传播的网络宣传

主阵地,是网红化叙事的重要载体。 数字技术的日

新月异,推动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创新转化与深度

融合发展,形成多元化的媒介形态、双向化的受众互

动、精准化的信息推送等传播特征,深刻地改变人们

信息接收和传播方式,为视听化的红色资源提供了

网络教育传播媒介形态,推进红色资源在网络空间

的人人互动与人人共享,增强人们对红色资源的体

验感、认同感和自豪感,提高红色资源数字化教育的

实效性。
增强视听化的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应当充分利

用新媒体的即时性、互动性、虚拟性等传播优势,借
助互联网、移动终端设备、5G 网络,打破红色传播的

时空局限、情感阻碍、物理屏障,以鲜明的传播优势

全面提高红色教育的实际效果。 一是加快推进传统

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增强视听化红色资源的多样

化育人实效。 虽然传统媒体对红色文化重大议题、
重要事件、重点人物等仍具有权威性、准确性,但新

媒体在“流量经济”的带动下,凭借即时互动、海量

信息、精准推送等优势也参与到红色文化传播

中[8]。 在视听化红色资源的教育传播过程中,要善

于综合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结合优势,以权威

性、渗透性和互动性为切入点,优化创新红色资源传

播媒介形态,把红色育人内化到新媒体传播的各个

信息互动场域,满足人民多样化的认知需求,形成整

体性的理性认知、思想认同和情感共鸣,重构红色资

源网络宣传的主流舆论格局。 二是运用多元化的新

媒体平台广泛宣传,增强视听化红色资源的个性化

育人实效。 不同传播主体通过运用不同媒体形态,
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互动交流,构成多渠道一体化

的新媒体传播矩阵,实现视听化红色资源的个性化

传播,使红色资源与受众认知需求达到高度契合,从
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依托大数据搜索引擎,
向受众精准捕捉、研判和推送相适应的红色资源数

据信息,进行红色资源宣传教育,调动受众的积极性

和参与性,唤醒共同的红色记忆,引起情感上的同频

共振。
(二)发挥视听艺术情景功能,推动视听化红色

资源的沉浸体验

视听艺术为视听化的红色资源教育传播赋予艺

术性实践。 红色资源是集物质性载体和非物质性内

容为一体的先进文化资源,通过数字技术的创新运

用,形成视听化的红色资源呈现成果,提高了红色资

源教育传播的时代感、互动性、亲和力,再加以视听

艺术的融入运用,就能更好地为红色育人提供多样

化的艺术表达途径,丰富红色资源教育传播的媒介

形态和载体,使受众在沉浸式的情景交融中,潜移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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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接受红色教育。
多媒体技术和不可胜数的便携式视听平台,促

使当前的视听艺术走出剧场、影院、居室等固定场

所,即时性、日常化地附着在人类活动中[9]。 视听

艺术以个人的视听感官作为基础,通过运用相应媒

介形态传达和接受视听化红色资源,形成各具特色

的红色艺术表达形式,主要包括红色舞蹈、红色剧

本、红色话剧、红色歌剧等。 一是运用视听艺术丰富

红色教育基地的实景演出形式。 积极倡导全国各地

的红色教育基地,以视听化红色资源为创作基础,依
托数字技术的优势支撑,采用“情景演艺+实景浸

入+观演互动”的表现形式,开展不同类型的视听艺

术演绎活动,使其具有超越时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观赏距离,增强受众对红色资源

实景表演的艺术感知力和情景代入感,引发心理层

面的情感共鸣,在润物细无声中将红色资源的教育

价值导入受众的认知结构中。 二是开展线上数字化

红色演出活动。 在科技创新的赋能下,红色教育基

地的实景演出活动必须顺势转化为线上数字化演出

活动,将红色资源传播的教育性、观赏性、智能性有

机统一起来,通过视频和高清直播的方式,形成高雅

的线上视听艺术作品,并依托新媒体的不同媒介平

台精准推送至受众,增强受众在虚拟网络平台中对

红色视听艺术的沉浸式体验。 三是将视听艺术融入

学校红色实践育人活动。 红色教育不只是局限于理

论传播,更重要的是实践感知,既要鼓励学生走出校

园,亲身体验或参与红色教育基地的视听艺术表演

活动,又要主动将视听艺术作品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与思政课程设计的教育实践中,包括展厅漫游、虚拟

动漫、音视频资料、红色剧本杀等内容,丰富师生的

日常教学活动和方式,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红色教育。
(三)发挥影视重现功能,推动视听化红色资源

的现场体验

影视作品是视听化红色资源教育传播的优秀素

材。 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综艺、动漫、纪录片、电影等影视作品作为大

众艺术表达形式,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娱乐之中,
切实满足了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尤其是最具有代

表性的红色影视作品,在时代主旋律的指引下,坚持

主流价值观传播,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动人的

故事情节、创新的科技手段等方面,进一步重现真实

的红色经典事迹,强化视听化红色资源的现场体验

感,实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引导受众在悠

长的时光隧道中与红色史实对话,深切感知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近些年来,在数字技术的助推下,影视行业以新

颖的叙事手法和独特的时代表达演绎了对红色经典

事迹的新理解,演变出不同类型的红色影视作品,生
动地重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涌现的先驱人

物、重大事件、战争场景,增强影视作品的现场感和

真实感,让受众跨越时空建立对红色史实的认同意

识,使红色资源在公共空间中更加有深度、温度、广
度地育人,充分发挥正能量传播优势。 一是科技赋

能实体电影院,让观众观看视听化红色影视作品,亲
临其境接受红色教育。 实体电影院以其特殊氛围营

造、立体影屏显示等形式,提升观众现场氛围感知能

力,使观众在观看影视作品的过程中,在黑暗空间以

较短时间建立一种群体性的情绪共鸣,达到最佳的

教育传播效果。 尤其是在当前 8k、虚拟投影、3D 裸

眼系统等数字科技的赋能下,模糊虚实边界,提高了

影视作品质量,重塑了影院放映空间,逐步打造全感

知沉浸式影院,推动红色影视作品向更为广阔的空

间传播,发挥红色影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吸引力、
观赏性,助推红色教育入眼入耳入心,深化红色资源

在影视放映中寓情于景、寓教于乐,引导大众深刻领

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自觉从红色影视作品中汲

取磅礴力量。 二是灵活运用线上电影院,让观众随

时随地观看视听化红色影视作品,时时处处接受红

色教育。 影视作品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

连接互联网,实现了从实体影院放映走向线上播放,
并在 HD、5G、VR / AR 等新技术的智能助力下,强化

影视作品的虚拟现场感,一时之间多部红色影视作

品开始纷纷“霸屏”。 与此同时,“移动电影院”也应

时而生,实现了最新影片的同步上映,突破了实体电

影院排片难题、地区局限等,开创了一种新的电影放

映模式,满足大众多元化、及时性、互动性的观影体

验,最终以线上线下的观影方式,深度感知影视作品

内在隐含的价值取向,营造红色资源大众化教育

氛围。
(四)发挥文创活化功能,推动视听化红色资源

的具象体验

文创是视听化红色资源教育传播的助推器。 红

色资源的开发是红色文创的源泉[10]。 视听化红色

资源的创新开发与呈现,使红色文化元素被赋予新

的时代价值,带动了全国各地“红色+文创”设计的

热潮,以贴近生活的方式、巧用时代热词,打造了形

式多样的红色文创产品,并以潮流化、个性化、年轻

化的设计特色,吸引了众多年轻受众的青睐和购买,
无形中实现了红色经济的增长效益和红色文化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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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传播效能。 可见,红色文创不仅为红色旅游产业

带来新发展机遇,也为传播红色文化提供物质载体,
推动视听化红色资源的具象体验。

红色文创作为当今文创设计领域的一种独特产

品,在其文创设计理念中要着重突出“红色”特性,
自觉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寻找典型红色元素、提
取红色基因,结合现代设计语言,用灵活多样的物质

载体盘活全国各地的红色家底,实现红色元素与艺

术设计的有机融合发展,为红色文创产品增添文化

厚度、艺术高度和情感温度,使文创产品成为广大人

民群众感悟红色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物质载

体,深刻感受产品背后所传递出来的价值表达。 一

是将视听化红色资源创新融入红色文创产品。 在国

家相关文创政策的指导下,各地红色资源管理部门

依托现有的视听化红色资源融合地域特色元素,通
过科技创新的智能加持,不断活化红色资源,加强文

创产品创新开发,助推设计理念转化为具体实物,打
造极具当地特色的红色 IP 文创产品,让受众在获得

物质实体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隐含的红色教育。
二是发挥新媒体作用助力视听化红色文创产品的营

销推广。 运用微信小程序、抖音直播等新媒体传播

媒介,进行全方位地宣传推广,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销售方式,让受众既能方便快捷地购买红色文创

产品,又能具象化了解学习红色文化知识。 三是开

展视听化红色文创设计大赛。 通过举办不同类型的

红色文创设计大赛,吸引众多的创意设计者、工艺美

术从业者、高校师生等群体参与其中,为活化红色资

源注入新鲜活力,设计开发出具有创意性、趣味性和

实用性的红色文创作品。 与此同时,也帮助文创设

计者在文创产品创作的过程中,自觉地将抽象概念

寓于物质载体,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学习了解红

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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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udio-visual Presentation of Red Resources and Its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Technology

WANG Zaixin,LIANG Qiong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Guilin 541004,China)

Abstract:　 Red resources are the precious wealth form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
form. Some places fail to fully pay attention to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red resources, and fail to deeply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red resources, which leads to the degradation or even disappearance of some red resources.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red re-
sources is particularly urgent. Starting from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audio-visual presentation of red resources, based on the audio-
visual presentation form of red resources, through digital collection, protection, restoration, management, inheritance and utilization, it
gives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s of new media interaction, audio-visual art scene, film and television reproduction and cultural creation
activation, so as to realize peoples emotional experience, immersion experience, live experience and concrete experience of red re-
sources and then Let the red gene pass on.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red resources;　 audio and video;　 education 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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