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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辽宁大学城市研究院
调研报告

助力新六地，辽大在行动 2025 年 2 月 18 日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红色文化深度调研与传承
发展策略

郭崇婷

丹东，这座承载着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地方，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成为传承和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重要阵地。抗美援

朝纪念馆作为丹东市的标志性建筑，不仅承载着那段峥嵘岁月的记忆，更是对全

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重要场所。我校丹东城市

研究院先后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外国语学院师生前往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进行调

研，深度了解红色文化与特色价值，理解其教育功能与意义。目前已建立辽宁大

学-抗美援朝纪念馆党建联合基地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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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纪念馆领导和工作人员交流，发现与其他博物馆相比，抗美援朝纪念

馆在代表性科研成果方面相对匮乏，这可能会影响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力。纪念馆

在专业人才方面存在短板，专业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不足，难以支撑其深入研

究和学术发展。尤其是针对各国史实资料的翻译工作，工作量较大，仅依靠 AI

翻译往往词不达意，因此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士参与。下面就纪念馆概况、红色文

化特色分析、教育功能与意义、发展建议与对策进行详述。

一、纪念馆概况介绍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坐落于丹东市鸭绿江畔的英华山上，与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的新义州隔江相望。纪念馆始建于 1958 年，历经多年建设，于 1993 年

新馆建成并正式对公众开放。它占地广阔，总面积达到 18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为 13790 平方米。纪念馆由陈列馆、全景画馆、纪念塔及国防教育园等部分组成，

是一个集纪念、教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纪念馆。

陈列馆是纪念馆的主体建筑，高达 19.4 米，分为三层，展现了抗美援朝时

期的众多珍贵文物和历史场景。全景画馆则通过一幅巨大的全景画，生动再现了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重要战役。纪念塔高耸入云，正面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抗

美援朝纪念塔”七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象征着庄严与肃穆。国防教育园内则展

示了珍贵的历史文物与军事装备，让参观者仿佛穿越时空，亲临历史现场。

二、红色文化特色分析

我们跟随纪念馆宫绍山馆长和陈琳部长的脚步，了解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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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重要战役、英雄模范以及战争对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影响。通过纪念馆详

实的史料、丰富的文物和生动的展示手段，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那段峥嵘岁月的

历史细节。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正义

战争。纪念馆通过展示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和牺牲精神，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坚

定决心和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力量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激励后人不断前进

的强大动力。

此外，通过与纪念馆各位领导与工作人员的座谈，我们了解到纪念馆作为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重要基地，可通过生动的历史再现

和感人的英雄事迹，激发参观者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同时，纪念馆还通过

举办各类主题教育活动，增强参观者的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丹东抗美援朝

纪念馆不仅展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事迹，还体现了中朝两国人民在战争中

的深厚友谊。这种文化交融不仅丰富了纪念馆的展示内容，也增强了参观者对中

朝友谊的理解和认同。

三、教育功能与意义

抗美援朝纪念馆通过生动展示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背景和英雄事迹，激发了

参观者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许多参观者在参观过程中深受感动，纷纷表示

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通过展

示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和牺牲精神，传承和弘扬革命传统和民族精神。这种精

神力量不仅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进，也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改善和道德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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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通过在我校举办各类国防教育活动，普及国防知识和国家安全意识，增

强我校师生的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

纪念馆不仅注重文物的保护，还积极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

纪念馆通过举办各类主题教育活动、讲座和研讨会等方式，加强对红色文化的宣

传和教育；另一方面，纪念馆还积极与全国社会各界合作，共同推动红色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工作。

四、发展建议与对策

为了更好地发挥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势，推动其传承与发

展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

1.增强互动体验与科技融合。引入 VR 技术重现抗美援朝战场的关键时刻，

如松骨峰战役、长津湖战役等，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战争的残酷与英雄的伟大。

过 AR 技术，观众可以通过手机或特定设备扫描展品，获取更多背后的故事和细

节，增加展览的互动性和教育深度。开发智能导览 APP，提供多语言导览服务，

结合地图导航、展品信息、历史事件时间线等功能，提升观众的参观体验。

2.深化教育内容与社会教育项目。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设计专题教育课程，

结合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领域，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历史观和人文情怀。

定期邀请历史学家、退伍军人、艺术家等举办讲座和工作坊，分享他们的研究成

果、个人经历或创作心得，增强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利用纪念馆的藏品和资源，

在社区、学校、图书馆等地举办小型展览或教育活动，扩大红色文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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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国外博物馆、纪念馆建立合作关系，共同策划和

举办国际展览，分享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记忆，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友

谊。与国际学术机构、大学合作，开展抗美援朝战争史、国际关系、军事战略等

方面的学术研究，提升纪念馆的学术地位。招募国际志愿者参与纪念馆的日常运

营、教育活动和文化交流，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

4.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采用高精度扫描、3D打印等技术，对珍贵文物

进行数字化记录和保护，便于长期保存和广泛传播。将纪念馆内的文物、艺术品

等融入文创产品开发，如书籍、纪录片、艺术品复制品等，既满足公众的文化消

费需求，也为纪念馆创造经济效益。加强纪念馆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打

造绿色、生态、人文相融合的红色文化旅游区。

5.提升公众参与度与社区融合。定期举办纪念活动、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

鼓励公众参与，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建立志愿者招募、培训和管理体系，

吸引更多公众成为纪念馆的志愿者，参与导览、讲解、教育活动策划等工作。利

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纪念馆的最新动态、活动信息、历史故事等，鼓励公众留

言、分享、讨论，形成线上线下的互动社区。

五、总结与展望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作为中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抗美援朝历史的专题纪念

馆，在传承红色文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数次调研，

我们深入了解了纪念馆的概况、红色文化特色、展览内容、教育功能、观众参观

体验以及保护与传承现状等方面的情况。展望未来，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将继续

发挥其红色文化资源优势，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一方

面，应继续加强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确保文物的安全和完整；另一方面，还将

不断丰富展览内容和形式，增加互动性和趣味性；同时，还应加强教育功能开发、

数字化建设和信息化管理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的工作。在此，希望在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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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的帮助下，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将成为更加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红色文化

旅游胜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7 -

作者简介：郭崇婷，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沈阳市拔尖人才，现任辽宁大学丹东城市研究院院长，挂职丹东市科学技术局副

局长，国家农产品加工科技创新联盟果蔬加工与智能制造专业委员会会员。研究

方向为食品加工与贮藏、植物活性成分提取和营养功能研究。近五年以第一作者

发表 SCI 论文 6 篇和 EI 综述 1 篇，累计影响因子 31.844；近五年主持或参与 4

项纵向课题和 3 项横向课题，包括辽宁省教育厅面上项目、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国家桃产业技术体系、“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苹果加工原料

物质基础苹果加工原料物质基础”、海底捞智慧餐厅直配菜品鲜切保鲜保质关键

技术研发等项目。



- 8 -



-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