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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革命回忆录记载革命前辈亲历、亲见、亲闻的革命故事，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成为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由于革命回忆录涉及多学科，且不同教师运用革命回忆录资源的能力存在差异，以及学生

所处时代与革命回忆录所涉及的人、事和物有所不同，现实教学中革命回忆录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还存在较大的提

升空间。在深入挖掘革命回忆录赋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基础上，构建顺应时代创新的革命回忆录教育教学模

式，把讲好革命故事与讲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相结合，充分发挥革命回忆录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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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回忆录是革命前辈采用回忆录文体，对
自己在革命斗争中的亲历、亲见、亲闻再思索、再

认识的文字记录。它以一个个真实且生动形象的

革命的故事、党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

士的故事，串联起中国革命漫长而又曲折的光辉

历程，蕴含丰富的革命道理和精神、革命者的高尚

品格和浓厚的爱国情怀，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以下简称“思政课”）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

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

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

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

色”［１］。坚持以革命回忆录赋能高校思政课，无

论是对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还是提升高校思政

课教育教学效果，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１　革命回忆录赋能高校思政课的价值
意蕴

革命回忆录是一种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蕴

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高校思政课运用革

命回忆录，充分发挥革命回忆录的思想政治教育

功能，有助于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亲和力，落

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从而增强思政课的教育

教学效果。

１．１　革命回忆录的出版为其赋能思政课积累了
育人经验

无产阶级历来重视革命回忆录的出版，强调

真实的、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具有重要的教育价

值，这为革命回忆录赋能思政课提供了理论依据。

恩格斯曾以很大的热情支持老战士贝克尔写革命

回忆录，他对贝克尔说，“你把自己的回忆录写

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年青一代已经忘记了

或者从来就不知道这一切，他们现在希望知道当

时发生了什么事，鉴于存在着大量捏造的材料和

报道，所以必须使他们尽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认

识”［２］。中国共产党也留下了很多革命回忆录，

例如，在２０世纪前半期，李大钊、方志敏、瞿秋白
等党的领导人英勇就义前留下的革命回忆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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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指战员对红军历史和战斗的回忆，以及延安整

风运动期间党的领导干部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

训而写的革命回忆录等等。这些回忆录影响和鼓

舞了后继的革命者，成为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纪念革命先烈，弘扬中

国革命精神，体现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以及教育

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共中央号召并组织一些老

同志撰写革命回忆录。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开
始，革命回忆录相继涌现，先后推出了《红旗飘

飘》《星火燎原》《解放战争回忆录》《志愿军的英

雄传》等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革命回忆录丛书。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

对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正确的评价和总结后，

革命回忆录的出版出现了又一次高潮，革命回忆

录更全面、更系统、篇幅更大。这些革命回忆录出

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使

他们接受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教育。革命回忆

录作者是所记叙事件的亲历者，其中不少是国家、

军队的高层将领。革命回忆录这种文体以及作者

的身份，在读者的阅读心理上增强了历史叙述的

可信性和权威性，所以革命回忆录这类作品对青

年人的感染力很强烈。正如有学者指出：“《星火

燎原》等一批革命回忆录出版，对青年一代的革

命传统教育起了积极作用。”［３］革命回忆录洋溢

的革命成功的激情，也成为新时代青年奋进的精

神食粮。将革命回忆录引入思政课，借鉴革命回

忆录教育人民，尤其是青年的历史经验，有助于在

新时代大学生中深入普及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斗

争历史，广泛培育中国共产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好的政治观念。

１．２　革命回忆录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助于落
实思政课育人任务

大多数革命回忆录是在契合中国共产党构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化的需求下应运而生的，

其宣传、推广等活动也都受到党的严肃认真管理，

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一是政治教育功

能。革命回忆录追忆的革命事实、革命人物和革

命历史结论的政治性，决定了其具有深刻的政治

教育功能。通过革命回忆录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中的运用，可以使被教育对象增强政治观念，提升

制度自信，坚定政治信仰，厚植政治情怀和素养；

二是思想教育功能。革命回忆录是革命前辈用实

际行动践行革命誓言、理想信念的有力见证，也是

记述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

战、顽强斗争的业绩，又是为后辈留下的一部部激

动人心的爱国主义生动教材，具有独特的思想教

育功能；三是道德教育功能。革命回忆录不仅描

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事例，也记录了大量

普通群众和战士的事迹，他们为了“大我”利益从

不计较“小我”利益，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代价。

通过所忆的革命英雄人物或革命事例进行道德教

育，从而提升受教育者的道德价值导向、道德标

准、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层次等方面的道德

素质，帮助受教育者养成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建设要求的道德修养、道德情操和道德行为。

１９５８年张爱萍在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星火燎原》第１集）出版写的书评文章《英雄的
军队，光辉的史诗》中明确指出：“那些头可断，血

可流，革命意志不可摧的英雄形象，将是我们，特

别是广大青年和少幼儿童学习的榜样。它将使我

们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少年了解：今天美好的生活，

正是无数革命前辈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来

的。”［４］首部由毛泽东题词的《星火燎原》革命回

忆录丛书，从１９５６年开始征文到１９８２年１０集全
部发行的２６年里，回忆录文章吸引了数量众多的
读者。很多读者把这部回忆录文集作为学习毛泽

东军事思想、军史、革命传统的生动教材。简言

之，革命回忆录以其蕴含的崇高革命精神以及革

命者的坚定理想信念和高尚情操，成为思政课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优质教育资源。

１．３　革命回忆录的特征内在契合思政课教学的
改革创新

为提升思政课的教学实效，各高校都在持续

推进思政课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推动思想政治理

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

性和亲和力、针对性。”［５］革命回忆录普遍具有政

治性、真实性、生动性等特征。革命回忆录记录、

整理了中国共产党斗争史中与党的命运、国家的

前途和人民的安危息息相关的重大史料，记载了

党的领袖和广大群众活动的历史，分析评价了党

的历史上不同政治路线的历史人物，高度概括了

史实理论，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具有强烈的政治

色彩，带有鲜明的为无产阶级谋解放的阶级立场

和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治立场。阎长林的《胸中自

有雄兵百万》通过对陕北的几次战役的描述，生

动地展现了被毛泽东军事思想所贯彻和指导的丰

富、生动的斗争生活，毛泽东与边区军民齐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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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甘苦、共患难的历史场景以及毛泽东作为无产

阶级领袖的风范［６］。革命回忆录的内容都是革

命前辈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革命史

实。１９３５年５月，杨得志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指挥了强渡大渡河的重要战斗。正因为他有这一

亲身经历，才能有声有色地写出《强渡大渡

河》［７］，才能描绘出扣人心弦的战斗和不畏艰难

险阻的英勇红军战士形象。郭沫若在《星火燎

原》丛书读后感《燎原的星火》中曾这样评价革命

回忆录，“执笔的人是从元帅以至退役战士”，“他

们都写出自己在革命斗争中亲身的经历，最艰难

的处境，最惊险的遭遇，最曲折的经过，最出人意

料的场面，有胜利，有失败，有深沉的悲痛，有热烈

的欢呼，都由他们从难忘的记忆中记录出来。真

人真事，真刀真枪，这是比任何虚构的文学作品还

要吸引人的”［８］。也因此，革命回忆录在民众中

具有广泛的影响。可以说，正是由于革命回忆录

中的党史资料、党史人物、历史结论具有鲜明的政

治性，它与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的思想性和理论

性的根本要求具有内在契合性。也由于革命回忆

录既有革命史实又有生动情节和形象，它成为提

升思政课亲和力、增强其可信度的一剂“良方”。

２　革命回忆录赋能高校思政课的挑战和
困难

从理论层面明确革命回忆录赋能高校思政课

的价值和意义，是一种观念的应然状态，并不意味

着其在教学现实层面已得到贯彻。基于文献资料

和访谈分析来看，现实教学中革命回忆录融入思

政课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革命回忆录涉及的

学科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方式不

同，不同教师运用革命回忆录资源的能力存在差

异，学生所处时代与革命回忆录所涉及的人、事、

物有所不同等，这些因素都会给革命回忆录赋能

高校思政课带来一些困难和挑战。

２．１　革命回忆录涉及的学科在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中的作用方式不同

不同的学科，不同性质的课程，它们在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从

革命回忆录的类别、学科及其育人意义来看，多数

学者根据《中图法》的分类，把革命回忆录归入文

学类，也有的学者认为革命回忆录应归史学类、历

史学学科，还有学者认为革命回忆录既是文学又

是史学①。目前来看，革命回忆录主要被直接引

入语文课程教材中。如《星火燎原》发表的《朱德

的扁担》《一根灯芯》《老山界》《强渡大渡河》《飞

夺泸定桥》《记一辆纺车》等文章就曾多次入选中

小学语文课本。从当前把革命回忆录归属历史

学、文学，或引入语文课程教材来看，它主要以隐

性形式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作用，而思政课是以

显性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直接

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家马铁丁

在《时代的声音，生活的教科书》这篇革命回忆录

读后感中说：“我是怀着力求当好革命先辈学生

的心情来阅读这些作品的。我仿佛在一个无形的

课堂里上了政治课、军事课、思想修养课，自然，同

时也是文学课。”［９］因而把革命回忆录引入思政

课，既需要厘清历史学或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语文课程与思政课程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关系，更需要提炼出革命回忆录中直接服务于

思政课立德树人目的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思想

内容。

２．２　思政课教师运用革命回忆录资源的能力
差异

充分发挥革命回忆录赋能思政课的关键在于

思政课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道路漫长而曲折，经验丰

富而宝贵，党的经历是一部壮观的历史画卷。反

映党的斗争历史的回忆录，题材十分广泛：从地区

上讲，大到可以是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

小到一街、一区、一村的变迁；从事件上讲，可以是

起义、事变、会议等；从回忆对象上讲，可以是主力

军，也可以是地方军、民兵、武工队、侦察队，甚至

可以是一个游击小组的战斗生活；从人物上讲，可

以是老一辈革命家、重要领导人、杰出将领、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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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潘盛从文学史的角度深入探讨革命回忆录的文学价值，并强调文学隐含的教育价值（潘盛：《“十七年”革命回忆录书写中历史

叙事与公共记忆》，南京师范大学２００６年硕士论文）；鲁留升对《中图法》（修订本）中把革命回忆录归入报告文学下属类目提出异议，他
认为革命回忆录虽在写作上有语言的夸张，但它是对史实的追述和描写的历史著作，理应归入历史类（鲁留升：《革命回忆录入类探》，

《宁夏图书馆通讯》，１９８２年第１期）；董凌锋以《星火燎原》为例，指出其内容在史学和文学两方面都达到很高的造诣，并强调阅读这部
著作，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了革命传统的教育（董凌锋：《试论新时代革命传统教育中编辑的担当———以红色经典＜星火燎原＞系列图书为
例的探讨》，《分享七十年出版业荣光 共创新时代编辑界辉煌———中国编辑学会第 ２０届年会获奖论文（２０１９）》，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０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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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烈士，也可以是普通老百姓对革命的贡献；

从工作性质上讲，可以是根据地建设、查田土改、

政权工作、生产教育、财政贸易、扩红参军、群众支

前、地下工作、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统一战线、少

数民族、文教卫生，后勤供应、情报侦察、电台通

讯、军工生产、学校训练等；从战争、战斗上讲，可

以是重大战役、重要战争，或是能够体现毛泽东军

事战略战术原则的战事；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上讲，可以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就会胜利，脱离

和削弱党的领导就会失败，可以是党的光荣传统，

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

信念，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英勇牺牲、团结战斗

等。简言之，革命回忆录涉及多学科、多领域，题

材广阔，内容丰富，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也有

所不同。如何在其中选择思想性强、意义重大的

承载着更丰富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革命回忆录题

材，并把它们灵活运用于思政课的理论课堂和实

践教学，这对思政课教师甄选革命回忆录并把它

们转化成教学素材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２．３　新时代大学生与革命回忆录所涉人或事的
时代存在差异

郭沫若在《燎原的星火》的文末呼吁年轻一

代了解过去，不忘过去，号召年轻人“从这波浪重

叠的革命史实中来训练自己”，自觉做革命事业

的接班人。他说：“前一辈的人是经历了多么艰

难的折磨，流洒了多少的鲜血，牺牲了多少宝贵的

生命，才使得革命事业胜利了啊！我们今天享受

着革命胜利的果实，不能不饮水思源，更不能不竭

尽全力来巩固我们的革命胜利，并扩大我们的革

命胜利。”［８］显然，出版革命回忆录的主要目的就

是为了教育青年。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正处在被

塑造和被社会化的进程中，在思政课教学中引入

革命回忆录既非常重要又具有可行性。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新时代大学生成长在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年代，他们对革命前辈经历的

阶级之间大搏斗的革命战争不是很熟悉。此外，

革命回忆录是革命前辈亲历的，主要是从自身经

历中截取一侧、一角的材料，反映的是当年的斗争

史实，体现亲历的革命斗争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

它们对革命斗争发生的大背景、大环境的论述一

般用比较简练的话语做简单交代。如杨尚奎的回

忆录《红色赣粤边》［１０］，通过对一系列斗争史实

的生动叙述，清晰地展现了粤赣边游击战争的艰

苦、复杂和尖锐，以粤赣边游击战争的描述反映中

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部分红军和地方人民武装力量

留守南方八省老根据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基本

经验。这既需要大学生对革命回忆录记录的斗争

史实的具体历史条件比较熟悉，也要求他们对革

命斗争的大背景大环境有一定的了解。早在

１９５７年《红旗飘飘》第一集出版时，“编者的话”
就指出了青年对革命事实不熟悉的问题，“在我

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有着多少可歌可泣，惊天

地、泣鬼神的事迹！但是这一切，对于当今一代的

青年，并不是很熟悉的”［１１］。总之，要发挥革命回

忆录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使大学生从

革命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精神力量，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关键是要解决好两者之间的时

代差异所造成的大学生对革命回忆录的理解和认

同问题。

３　革命回忆录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路
径选择

１９６３年邓小平为《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题
词指出：“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

像我们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

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

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１２］要实

现革命事迹对大学生的教育功能，把革命回忆录

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是一种重要途径。这就要求

思政课教师直面教学中的挑战和困难，善用革命

回忆录，运用适合的教学途径和方法。习近平指

出：“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

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

然吸收。”［１３］在深入挖掘革命回忆录赋能思政课

的内容基础上，构建顺应时代创新的革命回忆录

教育教学模式，把讲好革命故事与讲好思政课相

结合，让革命回忆录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教学中

被大学生“自然而然吸收”。

３．１　深入挖掘革命回忆录赋能高校思政课的
内容

根据思政课的课程性质，各门课程章节的学

习目的和要求，深入挖掘革命回忆录，特别是《星

火燎原》《红旗飘飘》等经典回忆录中助力思政课

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筑牢大学生政治认同意识、

陶冶大学生道德情操以及确立正确党史观等

内容。

深挖革命回忆录中助力思政课坚定大学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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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信念的内容。革命回忆录大量记载革命前辈对

崇高理想执着追求的那些感天地、泣鬼神的奋斗

实例。林默涵在题为《革命史诗的篇章》的革命

回忆录评论中这样说：“他们不是为什么个人的

目的，或者只是为报雪个人的仇恨，他们有更远大

的理想和目标，那就是解放全中国人民，正是这个

远大的理想和目标，给了他们忍受和克服一切困

难的迤逦，同时也使他们具有对人民和弟兄的持

久不变的仁爱，对敌人无比深刻的憎恨，而这种理

想和目标是从哪里来的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党给予他们的。正是党的伟大理想，引导那些带

枪的或不带枪的人们去创造了无数的英雄业

绩。”［１４］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李大钊、

瞿秋白、方志敏、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等老一辈

革命家的革命回忆录，到彭德怀、徐向前、刘伯承、

聂荣臻等自传体回忆录，再到普通战士的回忆录

等，都可以真切而形象地看到这些革命前辈的一

生是在追求真理，是在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崇高理

想而不懈奋斗。这些实例是思政课对大学生进行

理想信念教育的宝贵素材。

深挖革命回忆录助力思政课筑牢大学生政治

认同意识的内容。革命前辈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

认识历史、说明历史。因此，他们写的革命回忆录

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和高度的政治思想性，

可以助力思政课巩固大学生爱党、爱社会主义的

意识，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

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使他

们信奉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党。如《飘动的篝

火》［１５］讲述了长征途中红军用三条破船让几万大

军渡过大渡河急流的故事。当年太平天国的石达

开部队曾在大渡河边被清军包围而导致全军覆

没，国民党敌军忘形预言红军也将和石达开部队

一样被消灭。但是，尽管自然界的道路大体相同，

历史发展的道路却决不相同。红军不是太平天国

的农民部队，它是无产阶级的队伍，有共产党的领

导，所以革命最终取得了成功。

深挖革命回忆录助力思政课陶冶大学生高尚

道德情操的内容。革命回忆录记述了近代以来，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浴

血奋斗的伟大业绩，展现了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的

动人事迹和为国为民舍生忘死的无畏精神和高尚

情怀。如彭文龙在《平凡的故事，高尚的品

德———记徐老二三事》［１６］一文中讲述了徐特立这

位革命老前辈的事迹，展现了毛泽东所称赞的徐

特立“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崇高品

德。将革命回忆录引入思政课，对教育大学生保

持与祖国的尊严和命运息息相通，养成高尚的共

产主义道德品格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如陶承的

《我的一家》描写的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家

庭。全家从父亲欧阳梅生、母亲陶承，到儿女立

安、应坚、本纹、稚鹤，虽都有着不同的性格，但个

个都是忠贞不屈的共产主义者，都是大胆无畏、视

死如归的革命战士。对此，徐特立说，“《我的一

家》的实例教育”，激起人们“对于为人类谋解放

而英勇牺牲的同志的无限敬仰，由此更加强了我

们的爱国热情”。［１７］

３．２　构建革命回忆录赋能思政课的教育长效
机制

革命回忆录如何赋能思政课以及教育效果如

何，与师生对革命回忆录及其蕴含的红色基因的

知情意行密切联系。因此，革命回忆录赋能思政

课，应构建高校师生对革命回忆录及其蕴含的红

色基因的知情意行相统一的教育长效机制。

彰显革命回忆录文化自信。对革命回忆录的

文化自信，是运用革命回忆录赋能思政课的基础。

增强革命回忆录的文化自信，不能缺少对革命回

忆录的认知教育。革命回忆录的认知教育，可以

将革命回忆录运用于思政课，以“学革命回忆录，

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采用“师生同读互问互

答”的研讨式教学方法。以高校“思想道德与法

治”课程第二章第二节“坚定信仰信念信心”的教

学为例，师生共读相关的革命回忆录文献，如，学

习方志敏的《清贫》和乔信明的《背负方志敏同志

的遗志前进》，思考“是什么力量使方志敏经手数

百万元巨款却甘心清贫的生活？我们要如何继承

革命者的遗志？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我们要信什

么、为什么要信、如何信？”等问题，结合案例教

学、《习近平讲述的故事：方志敏的信仰》视频和

“师生互问互答”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坚定信仰

信念信心。

培养革命回忆录文化之情。革命回忆录赋能

思政课虽然离不开对革命回忆录的认知，但不能

归结为革命回忆录的认知。这种对革命回忆录的

知识性教育既是对革命回忆录的情感和传承红色

基因意志教育的前提与基础，同时又渗透在革命回

忆录文化资源及其蕴含的红色基因的情感教育之

中。确切地说，通过讲一个个真实、生动、形象且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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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情感和道理的革命回忆录故事，培养对革命回忆

录赋能思政课的认同和喜爱之情。习近平指出：

“讲故事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

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

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１８］通过思政课讲好革命

回忆录的故事，把对革命回忆录文化之“情”与思

政课的“理”交融，从而感染和影响师生。

传承红色基因之志。革命回忆录赋能思政

课，不只是师生对革命回忆录文化资源的一种内

在狂热相信的情感，而更是一种由该情感所引发

的传承红色基因的坚定意志。当前，思政课用好

革命回忆录文化资源，可以让大学生感受革命艰

辛历程，坚定传承红色基因之志。传承红色基因

之坚强意志，使大学生能够成为对革命传统、革命

精神的坚守力量和鼓起新时代奋斗者的精气神。

习近平指出：“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

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

代传承。”［１９］

践行传承红色基因之使命。革命回忆录蕴含

的红色基因，需要在实践中传承才有说服力。因

此，革命回忆录融入思政课，要始终使师生把内化

与外化、精神与行为统一起来。同时，要求师生把

知与行、言与行统一起来，把弘扬红色文化、传承

红色基因和坚定的理想信念与踏实的学习和工作

态度相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

３．３　教师善用革命回忆录资源创新思政课教学
思政课教学中，教师要自觉提升运用革命回

忆录文化资源的素质和能力，以贴近学生实际，顺

应时代发展创新教学方式，探寻课堂理论教学、实

践教学和网络教学相契合的教学模式。

善用革命回忆录的叙事功能，以革命小故事，

体现思政大道理，创新课堂理论教学。根据各门

思政课程的学习目标要求，把革命回忆录与课程

的具体教学内容精准对接，创新思政课理论教学

内容体系；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以案例教学、讲革

命故事、情景剧表演等方法把革命回忆录融入思

政课。如，在设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第二章

第二节“坚定信仰信念信心”的理论课堂教学时，

以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温济泽的《瞿秋白同志

战斗的一生》［２０］，或其他关于瞿秋白的革命回忆

录作为案例，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引导学生讲

好瞿秋白的故事，或表演情景短剧《走向刑场的

瞿秋白》，从而增强思政课教育大学生正确看待

革命理想，坚定信仰信念信心的说服力。

善用革命回忆录涉及的革命场馆资源，创新

实践教学。革命回忆录中记述的历史事件的发生

地和革命者的足迹地，都可成为开展思政课实践

教学的场馆资源。２０１９年，习近平到江西于都参
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他表明此行目的是缅怀

当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苏区浴血奋战的峥嵘岁

月，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

立起来的，不忘历史、不忘初心［２１］。这明确指出

了利用革命回忆录场馆资源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

形式所要实现的教学目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可遵

循“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实践原则，结合本土

革命场馆资源，以“讲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和“追寻革命者足迹，崇敬革命英雄”为主题展

开，使大学生在学习和参观体验过程中增强对革

命回忆录以及革命者的认同和理解。如，在设计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第二章第二节“坚定信仰

信念信心”的实践教学时，笔者在师生共读有关

瞿秋白的革命回忆录基础上，选择本土红色文化

资源，即瞿秋白牺牲地长汀的瞿秋白纪念馆，开展

“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专题的现场教学。

善用线上红色文化资源平台，创新网络教学

活动。在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红色

文化资源平台的资源越来越丰富。这为思政课融

合革命回忆录文化资源方式更加贴近大学生的认

识特点提供了有利条件。教学中可利用虚拟仿真

红色育人平台（如目前全国最大红色文化ＶＲ／ＡＲ
体验馆福建红色文化网上馆）、博物馆（如复兴之

路博物馆）、革命纪念馆（如央视网《复兴展馆》爱

国主义系列数字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古

田会议纪念馆３Ｄ数字馆）等网上数字馆，以及共
青团“网上重走长征路”的平台等开展线上体验

学习、主题告白展示活动。如，设计“思想道德与

法治”课程第二章第二节“坚定信仰信念信心”的

网络教学活动时，可利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上传

长征回忆录《两万五千里》以及相关的教学资料，

供师生课前学习，再利用“网上重走长征路”的平

台，开展主题为“重走长征路，坚定理想信念”的

网上体验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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