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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韶山红色资源优势的中小学

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①

肖龙，王环
（湘潭市韶山镇泰小学，湖南 湘潭４１１３９９）

摘　要：韶山具有开展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红色资源优势，是不可替代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发挥韶山红
色资源优势，整合资源创编校本课程，汲取精髓，丰富德育课堂形式，开展活动，强化德育渗透，利用远程教育平台，进一

步科学统筹这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有效地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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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教育基地———韶山红色资源优势
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是引导人们树立

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的共同基础，搞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运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

活动，是全社会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１］。

韶山是毛泽东同志的故乡，是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劳动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是全

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以“革命摇篮、领袖故里”为主题的国家重点红色旅游区，国家红色旅游融

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多年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韶山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扎实开展青少年教育活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在资源整合上做文章，在教育培训上

创特色，用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思想、革命精神、伟大品格教育广大青少年。特别是“一流设计、一流建

设、一流布展、一流效果”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竣工并投入运行以来，给韶山带来巨大

变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红色革命资源的教育功能。韶山不仅是一个红色旅游区，更是学生们全面了解

毛主席，学习红色革命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和学习积极性的教育基地，韶山正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充分

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红色培训的作用，洗礼着每位来韶的青少年学子。

１．１　现场教学资源丰富
韶山红色资源点多面广，处处可见，极具特色的现场教育点，是进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最生动的

教材。韶山有毛泽东出生成长的毛泽东故居；有瞻仰伟人风采的毛泽东铜像广场；有全面介绍毛泽东生

平业绩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有浓缩中国革命历史、再现伟人足迹的毛泽东纪念园；有“毛泽东思想研

究资料中心”之称的毛泽东图书馆；有毛泽东亲手创建的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中共韶山特别支

部陈列馆；有陈列毛泽东大量珍贵文物、展示主席精神风范的毛泽东遗物馆；有“闳中肆外、国尔忘家”

的毛泽东一家６位烈士亲人塑像；有１９２５年和１９２７年毛泽东开展韶山农民运动的革命旧址毛氏宗祠、
毛震公祠、毛鉴公祠；有１９５９年毛泽东回乡下榻处韶山宾馆故园一号楼和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回乡下榻处韶
山滴水洞一号楼；以及毛泽东少年时代读私塾的旧址南岸等，韶山还流传着大量毛泽东的故事，感人至

深，催人奋进。韶山周边还有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彭德怀纪念馆、任弼时故居、陈赓故居、罗荣桓故居、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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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起义纪念馆、平江起义纪念馆、雷锋纪念馆，以及东山学校、湖南一师、岳麓山、橘子洲头等毛泽东早期

求学生活过的地方。以上诸多现场教育点连线成片，成为广大学生学习党的历史、培养奋斗精神的场

所；成为广大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课堂；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缅

怀先烈、感受历史、陶冶情操的圣地。

１．２　教学科研队伍健全
韶山基地组建了毛泽东思想与生平教学研究人才库，该人才库以省内党校、高校、中小学优秀教师

和韶山管理局、湘潭地方史志办、刘少奇故居管理局、彭德怀纪念馆、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和湘潭红色研究

会等机构研究专家为骨干力量，形成了一支由党校、高校、党委政府研究部门（机构）、学会等组成的专

兼职结合的特色师资队伍。

１．３　教育方法丰富多样
把系统讲解、重点点评、专题教学和互动交流结合起来，初步探索形成了专题讲授、作品教学、现场

教学、情景教学、体验教学、拓展教学、劳动教学、现身说法、交流研讨、观看演出等教学方法。同时改扩

建了一批现场教学点，加强了文物藏品的建设，调整增加了陈列展览的内容，新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园，

创作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型实景演出。

１．４　教育课程独具特色
韶山基地在全面学习考察延安、井冈山、遵义、西柏坡等教育基地课程体系的基础上，依托韶山得天

独厚的红色教育资源，以毛泽东生平、思想和精神为主线，研发了一大批特色精品课程。主要包括：韶山

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的民族复兴理想；毛泽东的勤政为民作风；毛泽东的廉洁自律风范；毛泽东的人格

与精神魅力；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毛泽东与他的家人；毛泽东的求学成长之路；毛泽东的学习精神；

毛泽东的品质；跟着毛主席学走群众路线；勇于牺牲、爱国为民；毛泽东遗物背后的故事等２０多堂。根
据韶山周边教学资源和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基地还开发了一批精品选修课程。包括：毛泽东的军事指挥

艺术；毛泽东诗词书法欣赏；毛泽东与湖南历史人物；毛泽东与湖湘文化；彭德怀的军事战术等。

１．５　爱国主义教育效果明显
韶山深入开发蕴藏的丰富政治思想和红色文化资源，深度挖掘伟人跨越时空的思想财富和精神宝

藏，引导广大青少年深切感受伟人的思想和精神魅力，不断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实

现“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目的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几年

来，每年上百万青少年来到韶山，开展“走进伟人故里，探寻伟人足迹”“从小立志，勤奋学习”“缅怀先

烈，勇担责任，共筑梦想”等红色教育活动。参加教育的青少年普遍反映：韶山的爱国主义教育不仅内

容充实，而且独具特色，给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的感觉。到过韶山多次的胡锦涛同志认为，“每次都受

到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习近平同志瞻仰了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同志故居后感慨，“重温毛泽东同

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崇高精神和道德风范，深受教育”；刘云山同志参观韶山后觉得“思想上

受到教育，精神上受到洗礼，灵魂上得到净化”［２］。

２　教育基地———学校德育的阵地
校外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如何利用韶山红色文化资源这片沃土，让爱

国主义教育的种子在广大青少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我校在发挥红色文化资源优势，开发利用教育基

地方面有如下几个亮点：

２．１　挖掘整合韶山红色资源，创编校本课程
毛泽东同志故居、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毛泽东广场、毛泽东同志遗物馆、韶山特别支部历史陈列馆、

毛氏宗祠、毛泽东纪念园等红色景点，都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好课堂，尤其是景点内陈列的丰富的历

史文物，诉说着伟人一个个动人、鲜活的故事。我校按照“情景化、直观性、真情感悟”的思路，围绕振奋

民族精神、培养奉献精神、做四有公民教育目的进行深度挖掘和整合，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年龄特征，

知识水平，接受能力，分别创篇了低、中、高年级三个阶段的校本教材。内容编排上体现一定的层次性，

采取按年级、按内容分单元编排，努力做到循序渐进［３］。如：低年段———“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中年

段———“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高年段———“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通过对教材的学习，让学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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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了解主席，感受到伟人崇高的民族精神和高尚品德，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学习科学文化

知识的积极性，在社会上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在当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

义思想教育是三位一体的，因此，在下阶段的开发中还将大力挖掘整合韶山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建设伟人故里发生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把革命遗迹遗物和改革开放成果

转化为爱国主义教育教育的鲜活教材和生动课堂。

２．２　汲取红色文化精髓，丰富课堂教育形式
在不断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特色资源的同时，我校致力于探索教育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有机融合，尤其

是课堂教育的目的性、实效性和多样性。我们力求理论教学方法上，增强吸引力；理论内容表达上，增强

时代性。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消化吸收；鼓励集中精力，研读原著。我们积极探索现场教学新

模式，带着孩子们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个大课堂，把现场参观体验与系统讲解、重点点评、专题教

学、互动交流相结合，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和震撼力。

为了鼓励老师们不断创新课堂教育形式，使学生在各科课堂中受到思想教育，我校开展了“红色文

化引领课堂”教学比赛活动，其中语文课堂口语交际《介绍我的家乡》，体育课堂《野蛮其体魄》，科学课

堂《韶之红———太空农场的开发》，美术课堂《映山红的制作》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使孩子

们了解韶山，受到爱国爱家乡的教育，同时也拓宽了孩子们的思维，使孩子们的创新能力也得到提高，一

举数得。

２．３　以活动为载体，强化德育工作的渗透作用
以活动为载体，寓教于乐，强化德育工作的渗透作用。多年来，学校以“我是主席小同乡，我为韶山

添光彩”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些活动培养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为学生们提供

了展示才华的舞台，培养了特长，发展了个性，让他们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和快乐。为促进良好的校风、

班风形成，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合格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我们充分利用教育基地，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如“我是韶山小导游”活

动，带领学生在节假日到各旅游景点为游客进行免费讲解活动，让游客了解韶山的同时，感受到韶山人

的热情与好客；清明扫墓活动，带领少先队员们缅怀先烈，使少先队员们成功地接受一次爱国主义、革命

传统教育，增强少先队员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重阳节慰问敬老院活动，让孩子们领悟到“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将爱心传递，关注社会上更多的孤寡老人，予人温暖与关怀。孩子们直面生活，在亲历中

感悟的道理是深入其心灵的，这是有效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德育。

２．４　利用红色远程教育平台资源，开展德育工作
现代远程教育优化升级，充分发挥远程教育的功能和作用，运用远程教育平台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４］。我校充分利用报刊、电视、手机、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关注韶山报、韶山电视

台、韶山网、韶山手机报等平台，创建了韶山镇泰学校网，使之成为韶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综合服务平

台。利用这些平台，我校高年级学生还开展了网上祭奠英烈活动，提倡并践行了绿色环保的理念。

２．５　成立韶山爱国主义教育研究会
以社团的形式成立研究会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运作平台，凝聚和整合社会各界人才资源，研究挖

掘韶山红色教育，使基地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创新思路、创新方式，出精

品、出特色，依托研究会开发一系列教育精品课程、主题活动和乡土教材，进一步提升韶山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进一步增强教育的时效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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