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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在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作用

!!!以福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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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开发利用本土红色资源"可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

大学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以福建为例"红色资源蕴涵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是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

育的新载体"是对大学生进行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资源# 开发红色资源服务于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需要

一定的路径策略"首先要整合红色资源"拓宽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载体$其次要开发利用红色资源"形成优

质教育资源$最后积极推进社会实践活动"搭建红色资源传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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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提出了建设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在十七大报告中#胡

锦涛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E?F的重要使命( 高校

是培养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人才资源的重要基地#

在当前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

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尤为重要( 在高校进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教育中#开发利用本土红色资源#可增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增

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时效性(

一$福建红色资源概况

红色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革

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及载体( 福

建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福建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

争中形成的#是革命精神以及物质和文化载体的综合(

!一"福建红色资源的形成

福建自中国近代以来就是革命思潮的发源地之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涌现无数

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和人物E;F

(伴随)五四'运动在全国

的深入发展# 福建较早出现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

报刊#至 ?G;?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迅

速地在福建全省传播起来( ?G;=年共青团福州支部正

式成立#?G;<年 H月初成立中共福州地委# 直属党中

央领导( 至 ?G;<年底北伐军攻占福州前后#中共福州

地委先后在闽北*闽东等地建立党组织(第一次国内革

命战争之际#福建党组织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领导

福建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 汇成了福建

现代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的斗争高潮( 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福建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福建党组织先后发动领

导了龙岩后田暴动*平和暴动*上杭蛟洋暴动*永定暴

动和崇!安"浦!城"暴动等#创建闽西*闽北*闽南*闽东

等 H块革命根据地( ?GDH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

央红军及中央机关八万多人被迫长征# 近三万名福建

儿女踏上了长征路# 约占参加长征部队总数的三分之

一#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不朽贡献#成为福建红色历

史上最具华彩的一章(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福建省委和

中国闽粤边党委领导组织的抗日游击队达千人以上#

直接与日伪作战数十次# 并多次配合国民党守军共同

抗击日本侵略军#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

献( ?GHG年 H月 ;?日#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

江(中共福建地方党组织积极迎接大军南下指#经过福

州*漳厦等战役#解放战争在福建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

党在福建领导的革命斗争# 不仅为革命胜利作出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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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贡献#也在八闽大地留下了丰富的红色资源$

!二"福建红色资源的分布及内涵

福建红色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特定的物质载

体和精神风貌# 具体指革命战争时期在福建形成的革

命旧址%文物%福建红色纪念馆%展览馆%博物馆与烈士

陵园以及革命思想% 政治风貌% 革命传统与红色文化

等#福建红色资源具有数量多%品质高%分布广泛又相

对集中的特点&'(

$目前全省有三个相对集中的红色资源

区&闽西红色资源区&以古田会议旧址为中心#包括毛

泽东故居%朱德故居%红四军司令部旧址%后田暴动纪

念馆%闽西革命纪念馆'连城红色系列资源#包括新泉

整训旧址(望云草室% 连南区革命委员会旧址(张氏

家庙'永定红色系列资源#包括金砂农民暴动旧址%张

鼎丞故居%古田会议旧址%红四军旧址%毛泽东革命活

动旧址$闽北红色资源区&以武夷山赤石%大安为中心#

主要有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武夷山上梅暴动史迹%延

平八角楼旧址%上溪整编旧址$还包括三明清流红色系

列资源#包括毛泽东旧居%红军望台及长校将军庙#

清流烈士纪念碑'明溪红色系列资源#包括红军医院%

铜铁岭战斗遗址%夏坊玉皇楼苏维埃政府楼$闽东红色

资源区&以宁德为重点#主要有福安柏柱洋区%蕉城蔡

威故居%百克医院%霍童暴动(支提寺%古田齐云寺地

下交通站$福州林祥谦烈士陵园%长乐南阳村中共福建

省委旧址' 莆田闽中革命史纪念馆% 红军 !%)团旧址

等$福建是红色资源大省#拥有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解

放战争时期各个阶段丰富的红色资源# 福建人民的革

命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赢得了)红旗不倒*的赞誉$如

果对福建红色资源进行系统开发# 他们将是大学生核

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优质载体$

二!红色资源与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联系

!一"红色资源蕴涵了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

基本内涵

红色资源蕴含崇高的理想信念%厚重的先进文化%

高尚的革命精神#以红色资源为载体#提炼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内容体系# 可以使大学生在历史的

事实中自觉感知和体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福建红色资源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鲜活

的素材$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

在福建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都意志坚定地投入到伟

大革命实践中# 这源于他们心中崇高坚定的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 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

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 为什么我们过去

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 战胜千难万险使革

命胜利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

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

是实现共产主义$*

&*(大学生对革命事迹怀有崇拜之情#

红色资源就是这些革命事迹的真实再现$ 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今天# 福建红色资源所蕴涵的革

命理想与革命信念#折射出革命先烈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 不失为引领当代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的一

面旗帜$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是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根

本任务之一$ 在各个革命时期# 福建革命先烈不怕牺

牲%英勇奋斗参加革命#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

联系起来#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感$中国共

产党领导福建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所创造的革命精神#

都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发展和体现#是中国

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结晶$

在现阶段#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就是创新精神$江泽民

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

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福建红

色资源中蕴含丰富的创新意识#革命斗争时期#福建革

命先辈以 )敢为天下先* 的意识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

地# 这是继井岗山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建立的一块

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初步创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的苏维埃法律体系# 为中央苏区乃至社会主义新中国

的法律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深入挖掘福建红

色资源中的这些创新价值# 能极大地激发大学生的创

新欲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使他们敢于发现# 敢于创

造#敢于实现自身价值$

福建红色资源也展现了革命前辈们正确的荣辱

观$ 福建红色资源记载了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业迹和高

尚品德#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其蕴

涵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实事求是精神%

敬业奉献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等等# 为大学生荣辱观

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源泉$ 充分运用福建红色资源所

蕴涵的优良传统美德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情操教育#有

助于当代大学生明是非%辨善恶%知荣辱$树立)以热爱

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

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

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

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

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

淫逸为耻*为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

!二"红色资源是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新载体

红色资源的物质形态#如革命文献%文物%文学作

品%革命战争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等#是大学生核心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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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体系教育鲜活而生动的教材" 福建红色资源的精神

形态如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红色文化等$对大学生核

心价值体系教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利用红色资源开

展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优势就在于它不是

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当代与历史的对话$与中国共产

党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对话$ 让大学生在深刻的

思想内涵和信服的事实面前亲自去感知和体验$ 使大

学生树立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强信念$ 弘扬

民族精神$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教育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不是转瞬即逝的空口

号$没有长期不懈的坚持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仅仅凭借

几场讲座#几张宣传或几句口号$将使教育流于形式并

很快为人们所淡忘" 将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红

色资源相结合进行$利用其具备的长存性#分布范围广

和大众喜闻乐见等特点$展开诸如红色生态游#重走革

命路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不仅可以实现教育的多样化$

而且将使教育的内涵更加深入人心$ 提高大学生核心

价值体系教育的时效性"

三!红色资源在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利用

策略

%一&整合红色资源$拓宽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

育的载体

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一项综合工程$ 内容

结构严谨$如果不借助有效载体$简单枯燥的文字表述

很难引起学生兴趣" 高校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

育$应从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把社会外在要求与

当代大学生个体自我发展愿望有机结合起来$ 切忌单

纯的抽象理论灌输" 当前很少有高校把红色资源作为

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践平台$ 大学生对红色

资源的认知度低$有效利用少$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没

有得到体现"据调查显示$听过福建红色资源的学生比

例只占据 $%&左右$ 大部分学生对福建红色资源的认

识只是听过或通过互联网等媒体看过$ 相当数量的学

生一次都没有亲身体验参观$ 这说明学生对红色资源

的认识相当有限"

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

育$ 必须全面整合福建红色资源" 福建是红色资源独

特#基础厚实#潜力巨大的省份$据不完全统计$福建省

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处$其中国家级 ')处$省级

)%处" 这些红色资源蕴含了古田会议精神#苏区精神#

长征精神#民族团结精神#创新精神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等$是培育大学生核心价值的有效教育资源"首先要摸

清'家底($开展福建红色资源普查活动"加强对福建红

色资源普查工作的领导$成立专门调查小组$对全省范

围内的红色资源实施全面排查#认定和总结"普查内容

包括全省范围内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重要机构

旧址#重要事件发生地#重大战役遗址#重要领导人物

旧居# 具有重要影响的革命烈士纪念馆等能反映中国

共产党领导福建人民革命进程的历史遗迹$ 以及新中

国成立以来兴建的各种纪念馆#展览馆等纪念设施"其

次拓宽福建红色资源的内容$ 开发建国后党和国家领

导人在福建的重要旧址"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领

导人非常重视福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多次到福建召开重要会议#视察#调研$存留下一些有

重要意义的旧址$这些应该纳入红色资源当中"

%二&开发利用红色资源$形成优质教育资源

红色资源是一种优质教育资源$ 要想充分实现红

色资源的教育功能$ 必须在全面整合的基础上结合当

代大学生的需求$总结#提炼$探索和构建适时性的教

育内容体系$积极探索适合高校的教育路径"

把红色资源教育纳入常规教学管理$充分发挥'两

课(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福建是一块红色土地$独特的

战略位置和地理环境使福建成为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地" 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

毅等都在这片红色土地上战斗#生活过$并进行了伟大

的革命实践活动"推进红色资源进课堂$把红色资源以

声像# 文字和图片等形式送到校园$ 让大学生足不出

校$在课堂上同样可以感受福建红色资源的魅力"为了

使'红色资源(真正走进课堂$可以明确提出'红色资

源(进课堂的课时安排#课堂设计等要求$把福建在革

命与建设过程中表现出的红色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 理想信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内容结合起

来$深化和拓展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内容"有条

件的学校还可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开设红色资源

教育的选修课$ 或者编写红色资源小册子给学生作为

课外读物学习$ 帮助学生了解福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英勇奋斗的历史$ 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红色资源进课

堂$利用图文并茂#多媒体#座谈讨论等灵活多变的教

学方式$ 既可以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系统的红色

资源教育$ 又可以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收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把红色资源教育纳入校园文化建设$ 构建内容丰

富的红色文化体系"校园文化是以学生为主体$以课外

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校园精神

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 具有影响面广# 渗透性

强#持久性强#吸引力强等特点$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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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隐性基地# 推进红色资源进校

园$ 要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 采取灵活多样的形

式$打造经典红色校园文化# 例如可以利用校园网$开

辟红色资源等相关专栏$ 构建红色文化教育的网络阵

地%可以组织&红色社团'$引导学生对人生观(价值观

的探索$关注时政热点$倡导先进文化%可以利用重大

纪念日(节假日开辟红色讲坛(红色歌会(红色演讲(红

色论坛等&'(

# 积极营造既能有效利用本省资源$又与学

校功能定位相结合的校园文化建设# 使红色资源在大

学校园可观(可感(可学$引导学生在健康的校园文化

中感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真正内涵$ 树立坚定

的理想信念$增强爱党(爱国(爱家热情$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三"积极推进社会实践活动$搭建红色资源传播

平台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效途

径$ 高校要融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于社会实践之

中$ 引导学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客观要求内

化为自己的自觉行动#红色资源教育的重点在于实践$

优势也在于实践#理论与史实相结合$带领学生亲历红

色圣地$ 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的有效方式#福建红色资源厚重(凝练(分布密集$为大

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基地#例如$

可以在固定时间组织大学生到本地革命烈士纪念馆(

革命人物事迹陈列馆等亲身体验$ 切身感受革命先烈

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可以作为大学生社会实

践内容$组织学生参观周边地区的革命遗址&)(

$让学生

走进历史$感悟历史$体会革命精神%组织学生开展调

研红色革命史实(体验红军生活(重走红色革命道路等

活动$实践活动结束后可组织征文(演讲(读书报告等

比赛$实现认识上的飞跃#红色资源的物质和精神两个

层面对促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缺一不可# 红色资

源的精神内容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发扬光大的地方$而

物质内容则可以加强大学生的感性认识# 通过学校教

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的方式$ 可以让学生在体验感受

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和革命老区新变化的同时$更

加深刻理解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内在联系$促进大学生熏陶思想感情(充实精神

生活(升华思想境界#

红色资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物质和精神遗产$是

对大学生进行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资源# 江泽民

指出$&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 形成和发展了

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是

我们治党治国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丢不得$丢了要吃

大亏# '

&*(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对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

育的针对性(新颖性等特点$把本土红色资源作为大学

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新阵地$ 对全面实施科教兴国

和人才培养战略$ 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从胜利走向胜利而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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