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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口述史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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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口述史研究能在精英人物之外不断挖掘出普通民众之中蕴藏着的饱含真挚爱国主义情怀的人物和事迹!还

原爱国主义立体多维的生命层次!呈现立德树人的多维面相!因而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 与一般性的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相比!口述史研究以其研究对象的人民性"研究过程的互动性"研究题材的生活性和研究工具的便捷性等特征!具

有独特的爱国主义教育优势% 研究口述史可以让学生拓展爱国主义知识!培育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爱国主义信念!激发

爱国主义行动% 在实践中!学校可以通过拓展爱国主义口述史题材!提升学生口述史访谈技巧!规范口述史资料采集与

整理!鼓励口述史教学与研究!扩大口述史成果宣传!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不断走进历史"贴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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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

育作为永恒主题+!,

' 为将爱国主义教育落实落

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实施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指出#

爱国主义教育要(做到润物无声#把基本要求和

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全面覆盖和突出重点结合

起来#遵循规律&创新发展#注重落细落小落实&日

常经常平常#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

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

建设全过程*

+#,

' 如何贯彻-纲要.精神#在实践

中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让爱国主义

教育取得润物无声的良好效果0 以往的研究主要

从烈士遗迹&红色教育基地&仪式仪礼&图书档案&

影视作品等方面论述各种资源的爱国主义教育功

能' 毋庸置疑#这些场馆设施和文化作品都是大

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素材#但这些素材主要

是通过对英雄人物或非凡事迹的展示展演来激励

爱国主义情怀#而对普通大众平凡生活经历中所

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爱国主义教育价值鲜有揭

示' 笔者认为#口述史以对普通人生命历程的收

集和研究为旨趣#有天然的亲和力&鲜明的故事性

和广泛的题材优势#具备独特的爱国主义教育价

值#是新时代越来越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路径'

!4口述史的爱国主义教育优势

口述史也叫口述历史"&NPQJ'VM&N[%#是用笔

录&录音或录像的方式来记录个人生平阅历&历史

经验和感情世界的口头资料#并对此进行历史研

究和历史写作的方法+",

' 口述史研究的目的不

仅是重建历史事件和历史记忆#还要了解过去的

人&事&物与现代生活的丰富关联' 口述史的题材

非常广泛#从上层精英到底层弱势群体#从重大历

史事件到当代日常生活#从个人的生命历程到群

体的生活感悟#都可以成为口述史研究的主

题+2,

#这些广泛的口述题材蕴含着大量鲜活生动

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 相比于爱国主义课堂教

学&爱国主义基地参观&爱国主义书籍阅读和影视

观看等活动#口述史研究的爱国主义教育优势非

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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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人民性'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对象是广

大青少年' 从小学至中学再到大学#爱国主义一

直贯穿着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在长达十多年的学

制教育中#学校该如何不断丰富和创新爱国主义

内容0 除了耳熟能详的古代民族英雄和现当代受

国家表彰的爱国志士&模范标兵之外#普通的劳动

大众中也潜藏着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感人的爱

国主义事迹#蕴含着催人奋进的强大力量' 历史

是人民创造的#但不是所有的人民群众都能在历

史的剧本中发声#大部分的人民群众因为没有文

字书写和书面表达的能力#其记忆&感受和经验被

淹没在岁月的尘埃中' 一般而言#历史常常是没

有记录的那部分更加重要+),

' 一部真正的历史#

一个真实的社会并不是只由精英人物的思想形态

以及典型文化特征构成#被文字遗忘的底层社会&

弱势群体的声音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口述史的优

势就是解构历史书写中的文字霸权#借由研究人

员的聆听和整理#将这些被忽略的心声重新呈现

在公众面前#让广大人民群众发出自己的声音#成

为历史建构的真正主体' 引导大学生做口述史研

究#不仅可以记录普通人的历史回响#让没有书写

能力者或边缘分子有机会自我呈现#还可以在人

民群众的底层心声中还原爱国主义立体多维的生

命层次#呈现立德树人的多维面相#这将极大地推

动爱国主义教育的供给侧改革'

二是互动性' 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内容' 在思政课中#如何实现从强调教育

者主体地位的单向灌输到发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双主体作用的(主体间性*转换一直是学界研究

的重点+0,

' 从现实来看#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经

常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的实践教学#教

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很难完成从(主体)客体*到

(主体)主体*的关系转化而实现民主交流#因为

从根本上来说#二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不过#口

述史教学却能较好体现教育中的(主体间性*#原

因在于口述史中访谈者并不具有决定讲述人表达

的权力#讲述人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选择是否接受

访谈#并决定个人思想和观念表露的程度#双方是

真正的平等主体#访谈可以在自然情境中以民主

方式进行' 口述历史时#讲述人是理所当然的诉

说主体#但研究者并不是一个被动的倾听者和记

录者#在访谈之前#研究者要根据访谈者的特点设

计方案$在访谈中#研究者要对相关的问题结点进

行提示#将隐藏在问题中的深沉因素通过不断追

问予以抽丝剥茧地挖掘#讲述人要根据研究者的

问题不断追忆事实细节并厘清系列事件之间的逻

辑关系$访谈结束之后#研究者还要对访谈资料进

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本质性探讨' 所以#口述

历史是一个(主客两造*和(主客互换*的过程#不

断地主客互动激发了研究者探求事务本质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爱国主义资料搜集和研究就从他者

要求变成了自我需求#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得以充分释放'

三是生活性' 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了著名的

(学校即社会* (教育即生活*的民主主义教育理

论' 我国教育家陶行知也认为!(教育如果是书

本的#与生活隔绝的#其力量极小' 拿全部生活去

做教育对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伟大'*

+1,

' 生

活是一所大学#与自己生活相关联的历史更具有

意义+*,

' 与文献历史不同#口述史不是历史当事

人和研究者的自说自话#而是访谈者对(活史料*

的挖掘#这些(活史料*源于对身边之人或生活之

事的调查和访问' 身边之人既可以是经历重大事

件的关键人物#也可以是大事件中的小人物#还可

以是各个时代发展的亲历者#社会名流&抗战老

兵&街坊邻居&家人朋友等都可以纳入口述访谈范

畴' 对于访谈者来说#这些熟悉的口述对象能产

生亲近感进而塑造代入感#共同的生活背景很容

易让人进入对方回忆的历史情境中体验当事人的

情感和行为#真实&近距离地感受历史#从而对历

史的理解从模糊晦涩变得清晰透彻#这是阅读文

献很难实现的教育效果' 再者#口述史的叙事方

式不是教科书中的严肃陈述与理性分析#而是充

满了互动性的对话&反问&求证&争辩#夹杂着大量

生活情趣的方言&口语&谈笑#访谈过程饱含着生

活的情感温度#让爱国主义史料收集变得生动有

趣#促进(死知识*与(活实践*无缝对接#拉近了

知识与书本的距离'

四是便捷性' 口述史有三要素!访谈者&讲述

人和记录工具#其中#记录工具的进步对口述史的

发展极为重要' 人类最开始口述历史时采取的是

口口相传&手工记录的方式#直到 !*)1 年法国发

明家斯科特发明声波记振仪开始#录音录影技术

取得了重大进展#口述史记录也随之出现革命性

进步' 第一位从事田野录音工作的是美国民俗学

家和人类学家杰西1菲克斯#他在 !**7年开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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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筒式留声机记录巴萨马瓜迪族印第安人的歌

曲&祈祷文和传说故事+7,

' 随后#录音技术从蜡

筒式留声机一路发展到钢丝录音机&盘式磁带录

音机&盒式磁带录音机&数字磁带录音机&迷你光

盘录音机#技术的创新使口述历史不断发展' 进

入 #!世纪后#=l&智能手机&便携式数码录音笔

的流行使口述史研究进入了新时代' 首先是信息

采集方式数字化#各种小巧便携&功能强大的录音

录影工具层出不穷#口述访谈开始变得轻松方便#

访谈者再也不必携带笨重的录音设备与访谈者对

话' 其次是存储方式数据化#在电脑普及之前#口

述史录音主要保存在磁带中#存放时间长磁带就

容易出现粘连&断裂和透录现象#需要定期来回运

行#费时费力$现在#访谈录音可以随时在硬盘或

电脑中永久保存#不仅音质不会受损#甚至可以通

过软件将语音快捷地转录成文字#口述史研究的

工作量大为减轻' 技术进步推动口述史研究迅速

大众化#越来越先进的研究工具为学校充分挖掘

利用民间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提供了便利

条件'

#4口述史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

一是拓展爱国主义知识' 爱国主义教育素材

既包含英雄模范的光荣事迹#也涵盖寻常百姓的

生活感悟' 但是#随着岁月的颠沛辗转#很多历史

传说和人物故事的文字记录都已散失不见#今天

能够通过文献查阅到的爱国主义史料毕竟是少

数#随着-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落

实#拓展爱国主义教育素材收集渠道成了当务之

急' 口述史突破传统史学必须来源于文字资料的

限制#将历史取材拓展到普通访谈对象的叙述与

经历中#可以一定程度上破解爱国主义教育资源

缺乏这一难题' 比如#了解(四史*是爱国主义教

育的重要内容#而档案资料只有对重大事件和关

键人物的记录#对于当今大学生了解历史的具体

形貌和理解其逻辑走向还显得有些单薄苍白$但

所幸的是#一些经历近现代历史的当事人尚在人

间#通过他们的回忆和诠释#可以呈现历史进程中

不同群体的生活全貌#从而助力学生清晰掌握历

史的发展脉络' 以-跟着信仰走)))我们家的长

征故事.为例#该书通过 )$ 多位红军家属的口述

还原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红军将士紧密团结&浴血

奋斗的真实故事#生动的细节为学生了解长征始

末&理解长征精神提供了鲜活的注脚#也为学生拓

展党史知识提供了宝贵资料'

二是培育爱国主义情感' 爱国主义情感不是

与生俱来的#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因生存和发

展需要对国家共同体产生的依赖和认同#实践是

爱国主义情感产生的根本源泉' 口述史访谈是涵

育爱国主义情感的独特方式#因为它不只是一个

收集史料&建构知识的过程#在客观冰冷的历史事

实之外#受访人真切丰富的历史情感也是访谈内

容的重要体现' 在访谈中#讲述人通过语言&声

调&手势&表情的变化诠释着他"她%对过往事件

的态度和情绪#这种情绪也会感染同一时空场域

的访谈者#让其产生深切的情感共鸣' 比如#在山

西抗战口述史访谈中#很多老人声泪俱下地回忆

了当年日军在村里残忍的烧杀抢掠行为#讲述时

老人眉头深锁&嗓音加大#愤懑难平$而在谈论百

姓抗争的时候#其苦痛之情一扫而光#(榆皮沟大

战#死了 #2 个日本人#以后日本人再也不敢黑夜

来榆皮沟了#里三层外三层#埋地雷#全面武装#站

岗的&放哨的&埋地雷的#都动员起来了#全民武

装#劳武结合4*

+!$,这时老人眉开眼笑#手舞足蹈#

其声音的抑扬&情绪的悲喜深深感染着访谈者#让

人如身临其境' 这种声音&语言&表情&动作的立

体呈现极易激发访谈者强烈的反侵略情感和保家

卫国情怀#访谈过程无疑就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

义教育课'

三是坚定爱国主义信念' 爱国主义有不同的

逻辑层次#初级层次是对国家山川&河流等具体形

态的热爱#中级层次是对国旗&国徽&仪式等象征

形态的理解#高级层次是对国家制度&政策等抽象

形态的价值认同' 前两种是在物质或符号象征营

造的情境刺激下而产生的情感#称为情境性爱国$

第三种是通过逻辑推理和实践检验形成的对国家

道路&制度的认可#称为信念性爱国#它是最高形

态的爱国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代

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

会主义高度统一*

+!!,

#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

(三统一*就是建立在信念性爱国基础上的' 如

何从情境性爱国上升到信念性爱国0 先要加强理

论学习#让学生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具体内容

和形成逻辑有清晰认知$除了理论认知外#更重要

的是让学生在生活中体会到中国道路&中国制度

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成就和优势' 现实是最好的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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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而口述史就来源于生动的现实生活' #$!*

年#各大媒体推出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1百姓

口述史.系列文章#通过对大批寻常百姓的口述

访谈全面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在食&饮&

衣&住&行&购&娱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引起社会各

界的强烈反响' 这类口述史研究如若运用到学校

实践教学中#能推动学生将对国家制度&道路的宏

大思考与对身边人的微观经历&生活感悟紧密联

结#为他们树立(四个自信*&坚定爱国主义信念

提供恰当的教学切入点'

四是激发爱国主义行动' 对祖国悠久历史和

灿烂文化的认同与尊崇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

而口述史的重要功能就是挖掘历史资料#抢救民

间文化#可以说#口述史研究和爱国主义行动有高

度的耦合性' 如深圳市成立的老战士口述史研究

会以经历历次战争的幸存老战士为访谈对象#访

谈过程中收集了大量手稿&书信&照片&历史影像

资料等革命文物#成果汇集在深圳市(老战士纪

念馆*#该馆后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选为

南方区域巡展基地#具有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价

值' 再有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于保护和

抢救我国濒危的民间文化有重大意义' 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国家的文化根脉#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

化精华#在全球化&工业化浪潮中#这些珍贵的文

化遗产正以惊人的速度消逝' 传承人是(非遗*

核心#人在艺在#人亡艺绝#但大部分传承人年岁

已高#对他们进行口述史记录就是与时间赛跑#对

抢救民族文化瑰宝而言是一件十万火急之事+!#,

'

天津大学冯骥才教授成立的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

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年轻人参与这些口述史研究的行为本身无疑是一

项意义重大的爱国主义行动' 并且#在口述史研

究过程中#老战士的报国情怀&非遗传承老人的工

匠精神都将使访谈者受到深深感染和触动#促使

研究者奋发进取#担当作为#成为激励年轻人爱国

主义行动的不竭源泉'

"4口述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策略

一是拓展具有爱国主义教育价值的口述史题

材' 爱国主义内涵非常丰富#体现爱国主义精神

内核的口述史题材也相应非常广泛#既可以对历

史进程中各类精英&社会名流的生命历程和人生

经验进行记录#也可以对社会生活中普通百姓的

历史记忆和生命感悟予以研究' 爱国主义教育尤

其要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口述史价值#不同个体

的生活历程体验和生命价值诠释才构成历史的丰

富与饱满#才更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的亲和性和感

染力' 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开展以先进者&普通人&

身边人为主要对象的口述史研究' 首先#可以访

谈经历重大历史事件的小人物#如参加过各类战

争的老兵&经历(土改*运动的老人&遭遇日军暴

行的幸存者#他们的口述资料将是对文献历史的

重要补充$其次#可以调研社会实践中的先进者#

如劳动模范&道德标兵&慈善人物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人民群众#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深

厚的人文情怀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再次#可以

关注平凡岗位中的劳动者#如民间艺人&乡村教

师&消防战士&社区社工等#他们的敬业态度和奉

献精神能激励学生担当奋进$最后#可以关注日常

生活中的身边人#如家人&亲戚&邻居等#对家族

史&社区史的探究能让大学生感恩时代进步&感恩

国家发展' 总之#要善于从丰富多彩的现实中挖

掘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爱国主义价值'

爱国主义题材既要拓展#也要筛选#二者相辅

相成' 与在图书档案室查阅文献不同#口述史是

走向田野的实证研究#它具有很强的实操性#强调

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因地制宜就是高校立足所

在区域的特色历史和文化资源选择相应的口述对

象#深耕本土人文田野#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

性和影响力' 如笔者所在的高校位于湖南省常德

市#学校以常德保卫战中的细菌战为切入点组织

师生寻访亲历细菌战的当地百姓#取得了丰硕学

术成果的同时也升华了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因

人制宜就是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可以结合其专业属

性进行口述史研究#如音体美专业可以聚焦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政治历史专业可以专注历史

事件深描#建筑类学生可以探寻古老街巷和村落

保护' 随着口述历史的兴起#各学科都重视该方

法的专业应用#从中选取体现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的素材进行深入探究#能促进各学科的爱国主义

教育同频共振'

二是规范爱国主义口述史资料的采集与整

理' 确定口述史研究主题和具体的口述研究对象

以后#就可以开展访谈准备' 访谈是一种人际关

系的互动#访问者和讲述者通过持续的思想互动

和情感交流才能建构出被研究者话语的意义'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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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口述史访谈需要在讲述者熟悉的自然情境中

开展开放自如的平等对话' 与此同时#访谈者学

会做认真的倾听者#将表达的主动权交给受访者#

注意受访者的讲述逻辑&话语转折和非语言行为

的手势&表情#以深入理解受访者的感受和思想'

需要注意的是#口述史是一种回忆式的资料收集

方式#但受访者受记忆能力限制#其回忆可能对原

始经验产生扭曲和误解#所以口述史访谈宜将一

对一访谈和一对多访谈相结合#让不同个体的记

忆在同一时空场域中相互提醒&纠错和印证#以最

大限度保证记忆的准确和资料的真实'

在访谈完成之后#学生就要对采集到的录音&

影像或文字进行系统整理' 首先要将录音转录成

文字' 转录方式有两种形式#第一是以一问一答

的访谈顺序来逐字逐句整理#第二是按照生命&生

活史的时间先后顺序整理#前者能保留丰富的口

语形式和口语信息#后者则能体现较清晰的叙事

逻辑#研究者可以根据题材类型选择适宜的整理

方式' 为进一步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特色化#高

校还可以建立资料室来存储学生采集整理的本土

口述史料' 在数字化时代#口述史常见的存储方

式就是建立数据库#数据库可以将口述史的文字&

录音&图片&影像进行数字化存储后永久保存#并

通过索引技术实现庞杂资料的快速检索#还能建

立不同资料的相互链接#共享性强#便于使用者快

速查阅和调用' 数据库建设灵活多样#规模可大

可小#功能可多可少#各高校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建

立不同专题的爱国主义口述史数据库#对数据库

信息进行不断充实和丰富#既能保护史料#又方便

师生学习研究#还能为口述史分析和写作奠定良

好的基础'

三是鼓励爱国主义口述史的教学与研究' 对

于教师来说#在教学中可以利用口述史数据库的

丰富资料#用鲜活生动的史料增强爱国主义教育

的吸引力' 在开展(四史*教育时#教师可以播放

学生访谈过的抗战老兵的视频音频#展示重要历

史事件亲历者的文字回忆&图片记录#呈现师生收

集到的历史实物#用具体客观的历史实物和生动

细微的历史故事阐释宏大的历史主题#加深学生

对中国共产党艰难探索的理解$在进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时#教师可以推动学生与劳动模

范&先进标兵&身边好人进行对话#并就对话的所

思所感开展课堂讨论或演讲#还可以先进人物为

原型创造出形式多样的作品#如小说&绘画&歌曲&

舞蹈等#让蕴藏在生活中感人至深的各种正能量

素材不断走进课堂&深入头脑#升华学生对社会的

责任感和对国家的奉献担当意识#从而增强立德

树人教育的实效性'

对于学生来说#可以积极开展口述史研究#实

现从史料收集者到史料研究者的角色升级' 口述

史研究成果形式有三种!第一是以人为主体的人

物传记#主要是发展受访者主角的特殊性#赋予其

历史中独特的价值和定位#如 -时代的领跑

者)))上海劳模口述史.$第二是以事件为主体

的专题研究#研究者锁定特定的历史专题#呈现其

特殊的历史脉络与意义#如-山西抗战口述史.$

第三是对资料进行理论阐释或理论建构#从多个

角度口述资料进行解剖&归类&连接#实现口述史

逻辑框架与核心概念认识上的突破#主要成果是

各种研究论文' 在三种文本形式中#人物传记相

对最简单#理论阐释和理论建构最难#教师要针对

口述史题材特点和学生禀赋差异布置不同写作难

度的作业#推动大学生对口述史料不断进行深度

挖掘#形成一批富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爱国主义

教育成果'

四是扩大爱国主义口述史的成果宣传' 对口

述史教学成果和研究成果的大力推介与宣传会更

好地扩大其爱国主义教育影响力' 首先是推动口

述史成果的多元化创作' 口述史料可以形成融文

字&图片&声音&视频为一体的立体化成果矩阵'

文字资料可形成报告&论文&书籍$图片资料可以

集结成画册出版$声音资料可制成故事讲述卡带&

口述历史录音带&有声图书&广播节目专栏等$视

频资料可制作为光碟&纪录片' 这些可听&可看&

可读的口述史成果是珍贵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

要以多元化的形式进行深加工和再创作#彰显口

述史的吸引力' 其次是推动口述史成果的实物展

示' 学校可以校园展板&墙报&黑板报为载体开展

专题成果巡展$或者建立专门的展览室#将口述史

访谈照片&录音&影像&论文&书籍以及学生在访谈

中收集到的手稿&书信&革命文物等进行集中展

示#这些丰富多彩的实物形态将增强口述史的生

动性&趣味性和影响力' 再次是推动口述史成果

的数字化宣传' 口述史成果不仅可以通过书籍&

报纸&广播等传统形式进行推广#还可以借助互联

网技术广为宣传' 高校可以立足口述史料建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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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教育网站或开辟专栏#设置微信公众号#建

设数字图书馆#对爱国主义口述史成果进行专题

传播和分享$还可以建立口述史数字博物馆#通过

音频讲解&实物模拟&视频呈现等多种形式让学生

更便捷地获取爱国主义知识和信息#更真切地感

受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

淀和魅力' 口述史成果通过多维度&全方位地呈

现与宣传#不仅能让参与访谈和研究的学生获得

爱国主义学习的兴趣与信心#其富有生活气息且

形式多样的成果还让广大学生都能感受到爱国主

义教育的生动性和亲和力'

总之#爱国主义教育载体多元#形式多样#要

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就要不断

挖掘人民群众之中蕴藏的饱含真挚爱国主义情怀

的人物和事迹#并对其深入研究和生动展示' 口

述史研究是大学生深刻了解党史国情&深切体察

民情民意的一扇窗户#高校要充分发挥口述史的

爱国主义教育功能#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不断走进

历史&贴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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