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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校图书馆数字红色文献资源整合
的育人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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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数字红色文献资源作为高校图书馆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不仅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ꎬ还蕴含

着深厚的革命精神和民族智慧ꎬ在对大学生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提升他们的道德素养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ꎮ 高校图书馆数字红色文献资源整合呈现资源整合方式多样化、整合内容丰富多彩、数字化进程加快等

特点ꎮ 高校图书馆数字红色文献资源具有增强红色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为读者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促
进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等育人价值ꎮ 为实现最佳教育效果ꎬ要大力开发互动式学习平台、加强红

色文化宣传教育、加强师资培训与团队建设、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交流ꎮ
　 　 关键词:图书馆ꎻ数字红色文献资源ꎻ整合ꎻ育人价值ꎻ育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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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德’与党史学

习教育学史崇德要求中的 ‘德’ 精神内涵相

通ꎮ” [１]高校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

阵地ꎬ承担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务ꎮ 数字红色文献资源

作为图书馆资源重要组成部分ꎬ不仅包含了丰富

的历史信息ꎬ更蕴含着深厚的革命精神和民族智

慧ꎮ 然而ꎬ当前这些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并不充分ꎬ
其育人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发挥ꎮ 鉴于此ꎬ本文选

取了数字红色文献资源整合与育人为研究主题ꎬ
旨在通过对相关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分析ꎬ梳理现

有研究成果ꎬ挖掘图书馆数字红色文献资源的育

人潜力ꎬ探讨整合这些资源的有效途径ꎬ以期为高

校图书馆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

参考ꎮ

　 　 一、高校图书馆数字红色文献资源整
合的特点

　 　 (一)资源整合方式多样化

在当前的资源整合体系中ꎬ图书馆红色文献

资源的系统化整理与数字化建设主要由国家图书

馆以及部分高等院校图书馆等机构承担ꎬ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ꎮ 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内最高级别的

图书馆ꎬ在红色文献资源的搜集、整理和数字化方

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高校图书馆发挥红色

文化阵地的作用ꎬ通过红色文化空间建设聚焦多

样态红色文化内容ꎬ在保存、整理、开发、服务过程

中不断创新模式与方法[２]ꎬ不仅收藏了大量各类

纸质文献资料ꎬ还建立了完善的数字化体系ꎬ将许

多珍贵的红色文献资源进行扫描、录入和归档ꎬ提
供在线查阅和下载服务ꎬ确保这些珍贵的历史资

料能够得到永久保存ꎬ同时便于广大学者和研究

人员使用ꎮ 由于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主要为教

师、科研人员和学生ꎬ因此其在红色文献资源的收

集上更加注重学术性和研究性ꎬ主要涵盖各个时

期的革命历史、人物传记、文献选编、回忆录等纸

质出版物ꎬ同时也包括影像资料、口述历史等多媒

体资源ꎮ 各高校图书馆通过参与各类红色文化研

究项目、捐赠和购买等方式ꎬ不断丰富和完善各自

的红色文献资源库ꎬ并逐步实现数字化共享ꎬ以满

足教学科研的需要ꎮ 这些已经建立的红色文献资

源数据库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学术信息ꎬ不仅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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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革命历史的厚重感ꎬ也反映了不同领域的

发展变迁和研究成果ꎬ为学术界开展红色文化研

究、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

重要的在线查阅平台和参考依据ꎮ
(二)整合内容丰富多彩

除了常见的书籍、报纸、期刊等文字资料外ꎬ
一些图书馆还珍藏着一系列英雄人物的传记和事

迹资料ꎬ这些资料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真实写

照ꎮ 其中ꎬ革命烈士的生平故事和战斗经历尤为

令人敬仰ꎬ他们以坚韧不屈的精神和英勇无畏的

壮举ꎬ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ꎮ 这些资料不仅详细记录了英雄人物从

出生到成长的坎坷历程ꎬ以及他们在关键时刻挺

身而出、舍生忘死的英勇事迹ꎬ更深刻揭示了他们

高尚的情操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世界ꎮ 此外ꎬ图书

馆还有一些精心收藏的珍贵红色期刊ꎬ如«新青

年»等ꎬ这些刊物在革命时期扮演了重要的历史

见证者角色ꎮ 它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重要事件、
思想碰撞和社会变革ꎬ生动展现了革命先烈如何

在艰难困苦中磨砺意志ꎬ如何在黑暗中寻找光明ꎬ
如何勇往直前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ꎮ “红色文

化空间能够为红色文化的理论研学与场景再现建

立起满足读者文化需求与学习需求的新路

径” [３]ꎬ通过期刊和报纸ꎬ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地感

受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ꎬ更能深刻体

会到革命先烈在生死考验面前的坚定决心和无畏

勇气ꎮ
(三)数字化进程加快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快ꎬ图书馆积极利用现

代科技对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转换与整合ꎬ尤其

针对珍贵的红色文献资源ꎬ投入了大量的技术力

量进行高清扫描、图像处理及全文数据库建设ꎮ
图书馆推出了革命(红色)文献服务平台ꎬ该平台

通过高清图片、ＰＤＦ 全文、音频解说等多种形式ꎬ
将珍贵的红色文献原貌呈现给读者ꎬ同时提供在

线查阅、放大缩小、标注分享等功能ꎬ让读者能够

更加便捷地获取和使用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ꎮ
“国内已有多所高校图书馆将传统阅览室改造成

为具有特色的文化空间ꎮ” [４] 为了方便读者对红

色资源有更系统、更全面的认识和检索ꎬ很多高校

图书馆还开发了红色资源名录检索与展示系统ꎮ
该系统以关键词搜索为核心ꎬ整合了图书馆纸质

馆藏目录与数字化红色文献数据库ꎬ实现了对各

种类型的红色文献资源进行快速定位和浏览的功

能ꎮ 读者只需输入关键词ꎬ即可检索到相关的红

色文献信息ꎬ包括但不限于文献名称、作者、出版

时间、出版社、摘要等内容ꎬ并可实时预览或下载

所需文献ꎮ

　 　 二、高校图书馆数字红色文献资源的
育人价值

　 　 (一)可以增强红色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数字化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革新着现

代教育的理念与实践ꎬ其在红色教育领域的应用

尤为引人注目ꎬ影响深远且潜力巨大ꎮ 可以说ꎬ数
字化技术的应用ꎬ不仅革新了传统红色教育的模

式ꎬ还“将红色文献中承载的厚重历史信息、矢志

不渝的革命精神以及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文

化以更为生动、形象且富有沉浸感的方式表达出

来ꎬ极 大 地 提 升 了 红 色 教 育 的 魅 力 和 实 效

性” [５]７８ꎮ 数字化技术通过多媒体、 虚拟现实

(ＶＲ)、增强现实(ＡＲ)、混合现实(ＭＲ)、大数据

分析、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手段ꎬ为红色教育注入

了新的活力ꎮ 在具体实践中ꎬ数字化技术能够把

革命遗址、历史事件、英雄人物等以立体化、动态

化的形式呈现给读者ꎮ 例如ꎬ通过高清图像和动

画视频ꎬ可以让读者仿佛置身于烽火连天的革命

年代ꎬ亲身经历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ꎬ感受他们为

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努

力ꎮ 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不仅加深了读者对历史

事件的理解ꎬ也让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精

神的可贵ꎮ 此外ꎬ数字化技术还通过智能化推荐

系统ꎬ根据读者的学习偏好和需求ꎬ个性化定制学

习路径ꎬ主动推送相关的红色教育资源ꎬ使教育内

容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ꎮ 这不仅能够满足不同读

者的多元化需求ꎬ也能确保他们获得更加系统化、
科学化的学习体验ꎬ从而进一步增强红色教育的

吸引力和感染力ꎮ 通过数字化技术ꎬ读者可以在

主动探索和互动反馈中深化对红色文化的认识ꎬ
培养起对革命历史的浓厚兴趣和敬仰之情ꎮ

(二)可以为读者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

在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思维的共同驱动

下ꎬ图书馆的数字化服务平台进行了创新性的升

级ꎬ其中ꎬ最为显著的变革就是引入了个性化推荐

系统ꎮ 这一系统凭借其独特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和

人工智能优势ꎬ对读者在图书馆的每一项活动都

进行了记录与识别ꎮ 它以全方位的方式收集和追

踪读者的各种行为数据ꎬ包括但不限于浏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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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搜索行为、阅读偏好、专业领域、专注程度

等ꎮ 通过这些海量的数据ꎬ系统能够细致地勾勒

出读者的兴趣图谱和需求谱系ꎬ理解读者在知识

空间中的独特位置和需求特点ꎮ 在实际运行中ꎬ
个性化推荐系统具有高度的实时性和动态性ꎮ 它

会根据读者当前的互动行为ꎬ如点击、停留时间、
评论反馈等ꎬ迅速调整并优化推荐策略ꎮ 比如ꎬ对
于某一读者在浏览历史中频繁访问某个主题的页

面ꎬ“系统会据此推测读者对该领域的浓厚兴趣ꎬ
并在后续不断推送与此相关的优质文献资源ꎬ确
保为读者提供与其需求高度契合的红色文献资

源” [６]ꎮ 为了满足不同读者的学习需求ꎬ该系统

还特别注重用户体验的设计ꎮ 读者可以根据自身

的学习习惯和节奏ꎬ灵活地去设置学习路径ꎮ 比

如ꎬ他们可以按照主题、时间、类型等多种方式对

推荐内容进行排序和筛选ꎬ为自己规划出一条完

全符合个人兴趣爱好和知识结构特点的学习道

路ꎬ让阅读变得更加高效有趣ꎮ 同时ꎬ该系统还具

有智能化的推荐算法ꎬ能够根据读者的历史行为

和实时反馈ꎬ不断优化推荐模型ꎬ提高推荐的准确

性和个性化程度ꎮ 它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更加贴

心、便捷的服务ꎬ也极大地提升了图书馆的资源利

用效率和服务质量ꎮ
(三)可以促进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

“信息技术迅速发展ꎬ使科技元素在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中的融合渗透趋势得以增强ꎬ为赋

能红色文化主题服务创造更多机遇ꎮ” [７] 数字化

技术对图书馆服务模式的革新影响深远ꎬ彻底改

变了传统图书馆单一、静态的服务形态ꎬ转而构建

了一个互动性强、参与度高、内容形式丰富的在线

服务生态系统ꎮ 在这一革新过程中ꎬ图书馆充分

利用在线讨论平台、社区互动栏目和数字参考咨

询服务等创新工具ꎬ重新定义了图书馆与读者之

间以及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合作模式ꎮ 在线讨

论平台允许图书馆围绕特定主题策划和主持定期

的专题研讨会ꎬ读者可以在一个开放、平等的网络

环境中就各自关心的议题发表观点、展开辩论ꎬ通
过深度的思维碰撞和观点交锋ꎬ不断提升自我认

知和素养ꎮ 社区互动栏目则更注重读者之间的情

感交流与经验分享ꎬ读者在阅读完书籍后ꎬ可以通

过此平台撰写读后感、评论书籍内容ꎬ甚至以视

频、音频等多种形式展示自己的理解和感悟ꎬ让阅

读行为不再局限于个体ꎬ而成为一种可以让更多

人进行思想以及文化交流碰撞的活动ꎮ 数字参考

咨询服务则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

术ꎬ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信息推荐服务ꎬ
根据读者的阅读历史、兴趣偏好等因素ꎬ定制专属

的信息获取渠道ꎬ使图书馆成为读者探索知识宝

库的重要向导ꎮ 这些创新工具的应用不仅增强了

读者之间的互动性ꎬ也促进了知识信息的快速传

播和共享ꎮ 在数字化技术的助力下ꎬ图书馆已不

再仅仅是借阅书籍的地方ꎬ而是成为了促进社区

连接、推动知识共享与创新的枢纽ꎮ 读者借助这

些线上平台ꎬ得以实时提出问题、发表观点ꎬ与其

他读者开展实时深度交流ꎬ共享红色文献所带来

的精神财富ꎮ 这种交流不仅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

验ꎬ也促进了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扬ꎮ 此外ꎬ数字

化技术还为读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合作学习空

间ꎮ 诸如在线协作平台、虚拟学习环境等数字工

具ꎬ为读者共同探究红色文献的内涵提供了便利

条件ꎮ 在这些学习环境中ꎬ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在

线编辑文档、分享资料、进行项目规划和管理ꎬ有
效进行合作学习ꎮ 这种学习方式不仅提高了学习

效率和质量ꎬ也促进了读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ꎮ

　 　 三、高校图书馆数字红色文献资源的
育人路径

　 　 (一)开发互动式学习平台

为了迎合数字化时代的浪潮和满足各类读者

群体的学习需求ꎬ高校图书馆发挥出自身优势ꎬ利
用信息技术打造一个功能全面、界面友好、具有互

动性的学习平台[８]ꎮ 这个平台建立的目的是打

破传统的单一的线性学习模式ꎬ转而提供一种多

样化的、生动有趣的且富有个人特色的学习体验ꎮ
在这个平台上ꎬ高校图书馆可以引入大量的高清

图文、音频和视频资源ꎬ以满足读者对于知识获取

的多元化需求ꎮ 此外ꎬ高校图书馆还可以将动画

演示、互动游戏、虚拟仿真实验等多种形式的数字

学习内容进行整合ꎬ使得原本抽象、枯燥的知识点

变得生动有趣ꎮ 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

学习节奏ꎬ自由选择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自

主学习ꎮ 这种灵活的学习方式ꎬ不仅方便了读者

随时随地获取知识ꎬ也能使读者更好适应快节奏

的现代生活ꎮ 更重要的是ꎬ通过实时的反馈机制ꎬ
高校图书馆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学习ꎮ
这个机制将会根据读者的学习路径和反馈的数

据ꎬ为读者提供定制化的学习建议和学习资源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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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实现个性化的学习ꎮ 这样的学习平台ꎬ不
仅能够满足各类读者群体的学习需求ꎬ也为数字

化时代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ꎮ 高

校图书馆在构建学习平台时ꎬ可以采取以下方式ꎮ
首先ꎬ进行技术选型与平台搭建ꎮ 要选用先

进的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作为平台支撑ꎬ确保平

台的稳定性和可扩展性ꎻ要采用响应式网页设计ꎬ
确保平台在不同设备上(如电脑、平板、手机)都

能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ꎻ要集成多媒体内容管理

系统ꎬ便于上传、管理和分发高清图文、视频、音频

等多媒体资源ꎮ 其次ꎬ整合与丰富资源ꎮ 可以通

过与国内外出版社、学术机构合作ꎬ获取并整合大

量优质的教材、学术论文、图片等资源ꎻ同时ꎬ还要

引入开源教育资源(ＯＥＲ)ꎬ丰富平台内容ꎬ降低

学习成本ꎻ也可以自主或委托制作动画演示、互动

游戏、虚拟仿真实验等数字学习内容ꎬ以提升学习

趣味性和互动性ꎮ 再次ꎬ注重个性化学习功能开

发ꎮ 要引入智能推荐算法ꎬ根据读者的浏览历史、
学习进度和兴趣偏好ꎬ为其推荐个性化的学习资

源ꎻ同时ꎬ开发学习路径规划工具ꎬ帮助读者制定

合理的学习计划ꎬ并跟踪学习进度ꎻ设置学习成就

系统ꎬ通过徽章、证书等方式激励读者持续学习ꎬ
提高学习动力ꎮ 最后ꎬ注重互动社区建设ꎮ 要设

立论坛、问答区等互动板块ꎬ鼓励读者之间、读者

与图书馆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ꎬ通过举办

线上读书会、讲座、研讨会等活动ꎬ增进读者对知

识的理解和应用ꎬ同时也要引入专家入驻机制ꎬ以
为读者提供专业解答和学术指导ꎮ

(二)加强红色文化宣传教育

“数字化转型是图书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ꎮ” [９] “红色文献资源是民族

自信自强的源泉ꎬ是执行红色教育的基础保

证ꎮ” [１０]在当今信息化社会ꎬ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

段ꎬ对于全面开展红色文化宣传教育而言至关重

要ꎮ 高校图书馆应积极挖掘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

和时代价值ꎮ 通过深入挖掘革命历史和先烈的英

勇事迹ꎬ提炼出其精神内核ꎬ并结合现代社会的生

活方式和受众特点ꎬ对红色文化进行创新性的传

播和解读ꎮ 在此基础上ꎬ精心策划制作符合网络

传播特点的多媒体内容ꎮ 这些内容可以是以图文

的形式梳理革命年代的时间线ꎬ记录先烈们的生

平事迹ꎻ也可以是音频故事ꎬ利用声音技术还原历

史场景ꎬ展现革命精神的感人篇章ꎻ还可以是短视

频和直播ꎬ通过动态影像呈现革命遗址的真实面

貌ꎬ或者邀请历史专家、亲历者在线分享他们的回

忆和感悟ꎮ 当然ꎬ随着技术的进步ꎬ利用虚拟现实

(ＶＲ)或增强现实(ＡＲ)技术ꎬ可以让红色文化宣

传教育更加生动立体ꎮ 通过模拟场景ꎬ让受众身

临其境地体验革命时期的艰难岁月ꎬ加深受众对

革命精神的理解和感受ꎮ 这些形式丰富的数字化

内容ꎬ既符合现代人的信息获取习惯ꎬ又能生动展

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风貌ꎬ弘扬伟

大的建党精神ꎮ 同时ꎬ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ꎬ组织各类互动活动ꎮ 线上如开展主题微博讨

论、微信公众号推送、短视频挑战赛等ꎬ吸引网友

参与其中ꎻ线下如参观革命遗址、参加主题讲座、
体验军事生活等ꎬ让学生亲身体验红色文化ꎮ 通

过这些活动ꎬ激发学生群体对红色文化的兴趣和

关注度ꎬ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ꎮ 在

全面开展红色文化宣传教育中ꎬ结合现代科技手

段的具体做法如下ꎮ
首先ꎬ加强数字化平台建设ꎮ 创建专门的红

色文化在线平台或网页ꎬ整合所有多模态资源ꎬ如
图文、音频、视频、ＶＲ / ＡＲ 体验等ꎬ形成一个全面、
系统的资源库ꎻ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ꎬ分析

用户行为ꎬ个性化推荐红色文化内容ꎬ提高用户的

参与度和学习效果ꎮ 其次ꎬ进行互动式内容创作ꎮ
设计互动问答、在线测试等环节ꎬ让学生在浏览过

程中能够主动思考ꎬ加深对红色文化的理解ꎻ同
时ꎬ开设在线论坛或社区ꎬ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学

习心得、感受ꎬ以及家族中与红色文化相关的故

事ꎬ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ꎮ 再次ꎬ进行跨界合作与

资源整合ꎮ 可以与其他高校、博物馆、纪念馆等建

立合作关系ꎬ共享红色文化资源ꎬ共同策划线上线

下活动ꎬ并邀请知名学者、艺术家、革命后代等作

为嘉宾ꎬ通过直播、访谈等形式ꎬ为学生带来丰富

的精神食粮ꎮ 最后ꎬ要强化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ꎮ
要努力争取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和资金支持ꎬ为
红色文化宣传教育提供有力保障ꎮ

(三)加强师资培训与团队建设

高校图书馆与思政课教师合作能够充分发挥

各自的优势ꎬ形成教育合力ꎬ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ꎮ 高校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和信息检索

工具ꎬ能够为思政课教师提供大量的教学和研究

资料ꎬ帮助思政课教师更好地备课和开展学术研

究ꎮ 同时思政课教师也要具备深厚的理论知识和

教学经验ꎬ才能够指导学生如何利用图书馆资源ꎬ
提高信息素养和自主学习能力ꎮ 高校图书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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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举办与思政课程相关的主题讲座、读书会和

展览等活动ꎬ吸引学生积极参与ꎬ能有效增强思想

政治教育的效果ꎬ也能确保红色文献资源的教育

价值最大限度地被发掘和利用ꎮ 具体的合作方式

可以细致规划如下ꎮ
首先ꎬ进行联合培训与学习ꎮ 可以设计联合

的红色文化研习课程ꎬ让思政课教师与图书馆馆

员共同参与ꎬ通过系统学习红色文化的历史背景、
理论精髓和时代价值ꎬ提升双方的专业素养ꎮ 同

时ꎬ也可以设置数字技术应用工作坊ꎬ帮助教师掌

握将红色文献资源数字化的技能ꎬ以便更好地服

务于教学ꎮ 其次ꎬ共同开发教学资源ꎮ 鼓励思政

课教师与图书馆馆员组建跨学科团队ꎬ共同开发

红色文献资源的教学课件、案例分析和在线课程

等ꎮ 这种合作模式可以确保教学资源的准确性和

丰富性ꎬ同时也能够推动教学方式的创新ꎮ 再次ꎬ
进行科研合作与交流ꎮ 图书馆应提供丰富的红色

文献资源作为科研支撑ꎬ与思政课教师共同申报

相关科研项目ꎬ深入研究红色文献资源的教育应

用ꎮ 此外ꎬ还可以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和交流活

动ꎬ促进教师之间的思想碰撞和学术交流ꎮ 最后ꎬ
加大人才引进与培养力度ꎮ 图书馆应重视兼具红

色文化底蕴与数字化技能的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

养工作ꎮ 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研究平台等方

式ꎬ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团队ꎬ并为其提供良好的发

展环境和职业前景ꎮ 通过以上合作方式ꎬ可以充

分发挥思政课教师和图书馆馆员的专业优势ꎬ共
同推动红色文献资源在教育育人中的广泛应用与

深入发展ꎮ
(四)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交流

在当今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ꎬ数字资源的

共享以及合作交流显得格外重要ꎮ 因此ꎬ高校图

书馆应该充分发挥其本身所具有的重要职能ꎬ积
极致力于数字红色资源的共享以及合作交流ꎮ 这

样做不仅能够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的工作ꎬ同时也

是对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积极和深入的探

索ꎮ 首先ꎬ高校图书馆应该主动与其他高校图书

馆和地方博物馆、纪念馆等文化机构建立稳固且

长期的合作关系ꎮ 通过共同开发、整合和共享红

色资源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ꎮ 这种

跨机构的合作ꎬ有助于深度挖掘红色资源的深层

价值ꎬ让红色文化在更广泛的领域得到传播和弘

扬ꎮ 其次ꎬ高校图书馆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

和技术手段ꎬ拓宽红色资源的传播渠道ꎬ提升其影

响力ꎮ 例如ꎬ通过搭建数字化平台ꎬ实现红色资源

的在线展示和查询ꎻ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兴

传播方式ꎬ让红色文化走进更多人的生活ꎮ 这样

一来ꎬ红色资源的价值得以最大化实现ꎬ更多的人

能够深入了解和感受红色文化ꎮ 再次ꎬ通过资源

共享与合作交流ꎬ高校图书馆可以进一步丰富红

色教育资源库ꎬ提升育人效果ꎮ 同时ꎬ这也有助于

提高社会效益ꎬ推动红色文化在全社会范围内的

传播与普及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高校图书馆无疑成

为了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ꎬ为推动我国红色

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总的来说ꎬ高
校图书馆应该把握时代发展趋势ꎬ积极促进数字

红色资源的共享与合作交流ꎮ 通过不断创新合作

模式、拓展传播渠道ꎬ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

新的光彩ꎬ为培养具有红色底蕴的新时代人才贡

献力量ꎮ

总之ꎬ在数字化技术的浪潮下ꎬ高校图书馆数

字红色文献资源已成为推动知识共享、促进社区

连接、深化红色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力量ꎮ 通

过开发互动式学习平台ꎬ不仅能为读者提供多元

化、个性化的学习体验ꎬ还能实现学习资源的实时

共享与深度交流ꎮ 同时ꎬ通过加强红色文化宣传

教育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创新传播方式ꎬ也会使得

红色文化更加贴近时代、深入人心ꎮ 此外ꎬ通过加

强师资培训与团队建设ꎬ能确保红色文献资源在

教育教学中的高效利用ꎬ为培养具有爱国情怀和

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一代奠定坚实基础ꎮ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普及ꎬ高校图

书馆数字红色文献资源的育人路径将更加宽广ꎮ
我们也期待能看到更多创新性的数字学习工具和

平台涌现ꎬ为读者提供更加丰富、便捷的学习体

验ꎮ 同时ꎬ红色文化的宣传教育也将更加深入、广
泛ꎬ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ꎬ让更多人都了解

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ꎮ 此外ꎬ随着师资力量的

不断提升和团队建设的不断完善ꎬ高校图书馆将

在红色文献资源的整理、挖掘与传播中发挥更加

重要的作用ꎬ为培养新时代优秀人才贡献更大

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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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 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ｒｆｕ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ｌ ｏｆ ｒ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ａｔｈｓ ｆｏｒ ｒｅａｄ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ꎬ ｗｅ ｃａｎ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ꎻ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ꎻ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ꎻ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ꎻ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责任编辑　 合　 壹ꎻ实习编辑　 王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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