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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 red sports culture in the Fujian Zhejiang Jiangxi region,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arries rich historical memory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 The paper is based 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theory of cultural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referred to as “double innovation”), and 
explore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red sports culture in Fujian, Zhejiang, and Jiangxi during 
the period of land revolution. The aim is to inherit the red gene, promote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cultur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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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闽浙赣红色体育文化的“双创”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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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闽浙赣地区的红色体育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革命精
神。论文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简称“双创”）的重要理论，探讨土地革命时期闽浙
赣红色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路径，旨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推动新时代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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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闽浙赣地区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土地革命

时期，这里孕育了丰富的红色体育文化。这些文化不仅体现

了革命先烈的英勇奋斗精神，也蕴含了独特的体育理念和健

身方法。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将这些宝贵的红色体育文化

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

课题。

2 闽浙赣红色体育文化的历史回顾

2.1 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体育文化
在土地革命的风云激荡中，闽浙赣这片热土见证了无

数英勇的革命斗争，而在这片被烽火洗礼的大地上，一种独

特的红色体育文化悄然萌芽并茁壮成长。这一时期，红军战

士们不仅肩负着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还在

紧张激烈的战斗之余，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锤炼身心，

凝聚力量，共同铸就了坚韧不拔、英勇无畏的红色体育精神。

体育活动，在这片革命热土上，超越了简单的娱乐与健身范

畴，成为了红军战士们提升战斗力、磨砺意志的重要途径。

他们利用有限的条件，将传统的武术、田径项目等民间体育

活动融入军事训练中，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体育传

统，还赋予了这些活动新的革命意义。在山林间，红军战士

们进行着障碍跑、攀爬等实战化训练，这些活动不仅锻炼了

他们的体能和技巧，更培养了他们在复杂环境中快速应变、

勇往直前的战斗作风。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体育活动还

成为了红军战士们缓解压力、增强团队凝聚力的有效方式 [1]。

在紧张激烈的战斗间隙，一场场简单而热烈的体育比赛，让

战士们暂时忘却了战场的硝烟与炮火，彼此之间的情谊在汗

水中更加深厚。这种在艰难环境中依然保持乐观向上、团结

协作的精神风貌，正是红色体育文化的核心所在。另外，红

色体育文化还体现了革命战士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尽管身处战火纷飞的年代，但红军战士们并未放弃对美好生

活的渴望和追求。他们通过体育活动展现出的积极向上、勇

往直前的精神风貌，正是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的体现。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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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不仅激励着红军战士们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屡建奇功，

也为后来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2 红色体育文化的精神内涵
闽浙赣地区的红色体育文化，如同历史长河中一颗璀

璨的明珠，其内在的精神世界丰富而深邃，为后人留下了宝

贵的精神财富。这种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涵，不仅是对革命

岁月的深情回望，更是对人性光辉的深刻挖掘。一方面，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是红色体育文化最为耀眼的色彩。在烽火

连天的战争年代，红军战士们身处极端艰苦的环境之中，面

对生死考验与重重困难，他们却从未失去希望与信念。体育

活动成为了他们心灵的慰藉与力量的源泉，通过参与各种体

育锻炼，他们不仅增强了体质，更在汗水中找到了坚持与乐

观的力量。这种在逆境中仍能保持积极向上心态的精神，正

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它激励着红军战士们在困

难面前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另一方面，集体主义精神，则

是红色体育文化不可或缺的基石。在红色体育活动中，红军

战士们深刻认识到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团结一心、齐

心协力，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因此，无论是日常的体能训练

还是激烈的体育竞赛，他们都注重团队合作与集体荣誉。在

赛场上，他们相互鼓励、密切配合，共同为团队的胜利而努

力拼搏；在训练场上，他们更是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形成

了坚不可摧的集体力量。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体育

活动中，更贯穿于红军战士们的日常生活与革命斗争中，成

为他们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然后，艰苦奋斗精神，则是红

色体育文化最为质朴却最为坚韧的品格。在那个物质匮乏、

条件艰苦的年代里，红军战士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与顽强的

毅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体育训练。他们不畏严寒酷暑、不惧

艰难险阻，在恶劣的环境中锤炼出了坚强的意志与强健的体

魄。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仅让他们在面对敌人时更加勇敢

无畏，更让他们在未来的革命道路上更加坚定自信。它告诉

我们：只有经过艰苦的努力与不懈的奋斗才能取得真正的成

功与胜利。

3 新时代背景下红色体育文化的“双创”实
践策略

3.1 创造性转化

3.1.1 挖掘红色体育文化资源
在探寻与传承土地革命时期闽浙赣地区红色体育文化

的征途中，这一使命驱使着各方力量深入挖掘其丰富的资源

宝藏。这趟穿越时空的旅行，让人仿佛亲身触摸到了那段光

辉岁月的痕迹。各类历史文献被广泛搜集并细致梳理，这些

珍贵的文字记录如同历史的低语，娓娓道来红军战士们在艰

苦环境中如何通过体育活动锤炼身心、增强战斗力的动人故

事。口述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也备受重视，通过访谈老一辈革

命家及其后代，那些生动鲜活的红色体育记忆被一一记录下

来。这些口述资料，凭借其独特的视角和真实的情感，为红

色体育文化绘上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图景 [2]。另外，承载着红

色体育记忆的实物遗存也成为了探寻的重点。残破的体育器

材、泛黄的训练手册，以及那些见证了红军战士汗水与泪水

的训练场地，都被一一寻找并妥善保护。通过对这些实物遗

存的修复与展示，人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那段历史的厚重与

辉煌，仿佛亲眼见证了红军战士们的英勇与坚韧。在深入挖

掘这些资源的基础上，多样化的形式被用来传播与展示这些

珍贵的红色体育文化资源。详尽的史料集被编纂成书，生动

的图文书籍相继出版，引人入胜的纪录片也陆续制作完成。

这些作品以不同的形式展现了红色体育文化的魅力，让更多

人有机会了解这段历史，感受那份精神的力量。通过这些努

力，红色体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更加璀璨的光芒，激励

着无数人不断前行，在各自的领域中发光发热。

3.1.2 转化传统体育项目
在传承与弘扬红色体育文化的征途中，一个核心环节

在于对传统红色体育项目进行富有创意的现代化改造，使其

与现代社会的健身风尚及审美观念相契合。这一过程，既

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与缅怀，也预示着对未来发展的积极展

望。具体而言，那些蕴含着深厚革命精神与文化积淀的传统

体育项目，如武术、田径等，正被巧妙地与现代体育科学的

训练方法相融合。先进的体能训练理念、科学的运动解剖学

知识以及高效的恢复技术被引入其中，共同孕育出既保留传

统精髓又满足现代人健身需求的全新健身课程。这些课程不

仅注重基础体能与技巧的提升，更融入了趣味横生、互动性

强的元素，旨在吸引跨越年龄界限的广泛人群，共同领略红

色体育文化的独特风采 [3]。另外，红军战士在革命岁月中历

经的艰苦军事训练元素，也被创新性地融入现代户外拓展与

团队建设活动中。通过模拟红军的行军轨迹、战术布局等历

史场景，一系列充满挑战与乐趣的团队任务应运而生。这些

活动不仅考验着参与者的体力与意志，更在共同奋斗的过程

中深化了彼此间的信任、默契与协作能力。这种将红色传统

与现代体育精神有机结合的尝试，不仅促进了参与者在身心

层面的全面发展，也让他们深刻体会到了红色体育文化的精

神实质与时代意义。

3.2 创新性发展

3.2.1 融合现代科技手段
在传承与弘扬红色体育文化的征途上，现代科技手段

的融入为其赋予了新的生命与无限可能。前沿技术如虚拟现

实（VR）和增强现实（AR）被积极探索应用，旨在打造一

场震撼人心的红色体育历史再现之旅。这些高科技工具精准

地复原了土地革命时期那些激动人心的体育场景，让红军战

士们在艰苦环境中的坚韧锻炼和赛场上的英勇拼搏，都以

逼真的形式展现在观众眼前，仿佛穿越回了那段光辉岁月，

亲身体验红色体育文化的独特韵味与深刻底蕴。与此同时，

紧跟时代步伐，红色体育文化与现代科技产品实现了深度

融合。一系列寓教于乐的红色体育文化主题手机游戏、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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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应运而生，它们巧妙地将红色元素与体育精神融入其中，

并结合趣味性游戏机制和强互动性社交功能，成功吸引了众

多年轻人的注意。这些新颖的传播媒介打破了年龄与地域的

界限，让红色体育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

出勃勃生机。

3.2.2 创新红色体育文化活动形式
在新时代的洪流中，闽浙赣红色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迎来了新的契机与挑战。为充分激活这一深厚的文化资

源，一系列创新性的实践活动策略应运而生，其中，红色体

育文化活动形式的创新尤为关键。丰富多彩的红色体育文化

节被精心策划并举办，这些活动不仅汇聚了红色体育精神的

精髓，还巧妙地将红色文化与当代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文化

节上，红色体育展览让观众穿越时空，感受历史的厚重；红

色故事分享会则通过生动的故事讲述，传递红色体育背后的

感人力量；而红色体育竞技比赛则以其独特的魅力，展现了

参赛者们的英勇与坚韧，为当地旅游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

促进了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红色体育运动会的推出，更

是为这一领域增添了新的亮色。这场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竞

技的盛宴，更是一次红色精神的传承之旅。赛事项目将传统

红色体育项目与现代体育元素巧妙融合，既考验了运动员的

体能与技能，又让他们在激烈的比赛中深刻领悟到红色体育

文化的深刻内涵。此外，运动会的成功举办还吸引了大量游

客与观众的关注，成为展示闽浙赣地区红色体育风貌的重要

平台。为了进一步扩大红色体育文化的传播范围，积极寻求

国内外合作与交流成为了重要途径 [4]。通过举办红色体育文

化交流活动，搭建了一个开放、包容的交流平台，吸引了来

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参与。这些交流活动

不仅提升了闽浙赣红色体育文化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还

促进了全球体育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发展。

3.2.3 培育红色体育文化人才
新时代的背景下，闽浙赣红色体育文化的持续繁荣，

亟需一支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专业人才队伍作为基石。为

此，构建一套全面深入的“双创”实践策略时，培育红色体

育文化人才成为了战略重点。为塑造这样一支高素质、专业

化的队伍，一系列有力举措得以实施。针对现有从业者，强

化了培养力度，通过定期组织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会，不仅

深入解析红色体育文化的历史精髓与精神内核，还引入了现

代传播理论与创新思维，旨在全方位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与

创新能力。为吸纳更多优秀人才，积极拓宽了人才引进的途

径。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设立

联合培养计划和共建研究平台，吸引了众多具备深厚学术背

景和创新潜力的青年学者与专家投身红色体育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事业。这些新成员的加入，为红色体育文化的创新发

展注入了蓬勃生机。

4 结语

在新时代背景下，闽浙赣红色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举措。

通过深入挖掘红色体育文化资源、转化传统体育项目、融合

现代科技手段、创新活动形式和培育人才等策略的实施，可

以推动闽浙赣红色体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

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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