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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革命传统在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的作用
——以皖西高校为例

鲍云飞

(皖西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安徽六安237012)

摘要：大学生正处在树立理想信念的最关键时期，因此理想信念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更

是大学生成长的需要。革命传统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的一种载体，具有感染力强、形式多样化等优势，这对提
高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有重要意义和作用。皖西高校依托革命传统，充分利用地方革命历史、红色

文化资源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使大学生树立为祖国繁荣富强贡献力量的远大志向。
关键词：革命传统；红色文化；理想信念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识码：A

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与可

靠接班人，理想的树立、信念的形成是大学生服务社会实

现价值的支点。理想信念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要部分，由于存在内容的抽象化、方法的单一化等问

题，使理想信念教育成为失去现实生活内容、脱离实际的
抽象理论灌输和口头说教，大学生对理想信念教育产生

一定的厌倦情绪和消极心态，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出

现了弱化的趋势。因此，适应新的形势，根据大学生成长

的内在规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科学规律和结合地方

特色，在理想信念教育方法上真正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学生，提高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已是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中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皖西革命传统的主要内容

1，革命传统的内涵。

革命传统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

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革命、建设及改革中所形成的英勇奋斗、坚韧不拔的

革命气概、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中国革命传统其核心
的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实事求是的科

学态度，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

神。⋯革命传统不仅秉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而

且还继承了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成果——马克思主

义，具有特定的物质载体和价值指向，为大学生理想信念

教育提供了生动的学习资料。

2．皖西革命传统教育资源状况。

皖西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

安徽活动的最重要区域之一，皖西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

众为实现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国家的繁荣和人类远

大的理想。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留下

了诸如红色文化和水利文化等具有地域特色的皖西文

化。这是皖西的政治优势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

继承和发扬。

早在1920年初，皖西六安就出现了“中国革命小

组”。1922年春，皖西有中共组织的活动。1923年成立

的中共寿县小旬集特别支部是安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鄂豫皖边区的三大起义中，立夏节起

义和六霍起义均发生在现六安市境内，皖西北苏区成为

鄂豫皖苏区的半壁河山，与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共同组成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坚持在大别山的

红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奉命东进抗日，皖西又

成为安徽省和大别山地区抗日的指挥中心和活动中心。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皖西根据地在

斗争中不断巩固。全国九大将军县中，就有皖西金寨县、

六安县(原“六安县”现为金安区、裕安区)。从五四运动

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诞生，皖西30年红旗不倒，

30万先烈捐躯。可以说，皖西的山山水水都浸润着先烈

的鲜血，皖西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过革命前辈英勇战斗

的足迹。120皖西革命的历史，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缩

影，是进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皖西厚重的革命历史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目前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六安市就有金寨

县革命烈士陵园、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独山革命旧址

群、红二十五军军政机构旧址、金寨县红二十八军军部及

重建旧址等景区。六安也是全省乃至全国有重要影响的

文化资源大市，文化积淀丰厚，其中红色文化经典品牌更

是誉满全国，独树一帜。《皖西苏区文化史》中记载的歌

谣有300多首，包含了皖西苏区军民斗争生活的各个方

面。如<旧社会的苦》《反国民党歌》《送郎当红军》《党是

我的亲爹娘》{：红军都是英雄汉>等。p 3皖西红色文化，以

丰富的内容，活泼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革命生

活。

皖西高校要充分利用和拓展这些资源，把革命传统

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充分发挥革命老区资源的育
人功能和导向作用，挖掘地方革命传统深厚的历史底蕴

和明确的价值、道德取向，利用皖西革命传统对大学生进

行理想信念教育，使大学生通过对革命传统的学习与了

解。继承和弘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务实创新、敢于争先

的皖西革命精神，增强爱国情感，激发使命感、责任感，奉

行于实践。

二皖西革命传统在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的作用

教育总要通过一定的载体进行，创建符合大学生特

点的教育载体，是提高理想信念教育实效性的一个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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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办法。【4’理想信念教育，除了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进

行灌输，更应借助一定的载体，渗透到大学生学习和生活

环境中，使大学生受到一定影响、熏陶、感染、感化而主动

积极接受。革命传统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的一种载体，具
有感染力强、直观生动等优势，这对提高大学生理想信念

教育的实效性有重要的作用。高校应充分挖掘地方革命
传统教育资源，利用其蕴涵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远大的

理想信念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使大学生树立科

学的理想信念。

1．引导大学生深化对理想信念功能与作用的认识。

理想信念，是人的精神核心与支柱，具有凝聚功能和

内在驱动作用。当代社会，由于文化的多元化、价值的多

样化、社会的信息化和压力的多重化，使大学生理想信念

的形成受到一定影响。如何使大学生在理想信念的道路

上不迷失方向，实现个人的发展和促进社会的进步，这就

需要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的

主要目标，是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了解新

形势下国情、世情，进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把

个人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

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理想。这种理想

信念教育，要以正确的历史观尤其革命历史知识作支撑，

皖西高校利用地方革命传统，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与当地

历史结合起来，使大学生善于吸取历史经验，掌握历史发

展的规律，充分认识理想信念的功能和作用，树立科学的

理想信念。

共产主义理想是革命的、进步的和科学的理想，它集

中地、强烈地反映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皖西地区历史充分表明，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

期，皖西儿女都要面对很多困难险阻，正是共产主义的理

想和为之奋斗的坚定信念激励了千千万万的皖西儿女不

畏艰难、前赴后继、勇敢斗争，艰苦奋斗，用鲜血和生命谱

写了皖西历史，铸就了老区革命精神。正如邓小平同志

所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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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过程中，充分利用皖

西革命历史，把历史与现实结合，使大学生能够感性地通
过对地方历史和文化的了解，进而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

历史和文化，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由感性到理性证

明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

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长期探索的选

择。通过革命传统教育，让大学生在感知和体验历史和

现实中、从理论的学习和实践的分析中明白确立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信仰、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

坚定信念，在社会前进之路和个人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功

能和作用。大学生只有认清肩负的历史使命，树立起为

国家和民族的奋斗志向，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各种环境中

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确人生的目标，把个人理想和社会理

想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在成长成才的实践中，以革命前辈
为榜样，不断磨练自己的意志和毅力，在追求理想的过程

中进一步坚定信念，促进个人和社会不断发展。

2．引导大学生把握理想信念实现的根本途径。

大学时期是树立理想的时期，必须引导大学生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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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理想，又要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没有艰苦奋斗的

精神，理想很难实现。

皖西儿女在各个时期形成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战胜各

种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它为加强当代大学生艰苦奋斗

教育树立了榜样。通过革命传统教育，让大学生直观感
受到先辈们的奋斗历程，加深对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

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倡导和培养起

来的优良作风，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和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人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重要保证的理解。

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时应把传承革命

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结合起来，阐明不同历史时期艰苦

奋斗的表现形式不同，强调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永远不会

过时的。艰苦奋斗始终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

民幸福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实现理想的根本途径。皖西

高校组织了大学生走红色路线，到大别山皖西山区进行

社会调查，开展一系列“我为老区人民做贡献”活动，通

过这些方式，让大学生了解历史、学习革命前辈，看到老

区的变化，感受社会的发展，正视现实所存在的问题与不

足。意识到祖国和人民对大学生的期望，增强忧患意识和

责任意识，使大学生明白艰苦奋斗，其主旨在于奋斗，其

价值在于为事业而奉献，践行艰苦奋斗精神，是当代大学

生实现理想的根本途径，从而自觉地在日常学习、生活和

工作中。理性面对新形势下各种物质诱惑和精神困苦．继
承和践行敢于吃苦、勇于奋斗的精神。

三皖西革命传统在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的实施

策略

皖西革命传统在提升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

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积极的作用，高校要采取各种方法

利用多种渠道，把地方革命传统融人理想信念教育中。
皖西高校对外要与各区、县职能部门签订共建协议，

建立爱国主义实践教学基地。如皖西学院已经建立了大

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立夏节起义旧址、红军32师建军

地旧址、金寨县革命博物馆、独山革命暴动旧址群、无产

阶级军事家许继慎烈士陵园、寿县小甸镇中共小甸集特

别支部遗址、苏家埠战役旧址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在

新生入学教育工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入党

宣誓和纪念日等重大活动中，组织学生走进教学基地，参

观烈士遗物、聆听英雄故事、瞻仰革命遗迹等，使学生通

过皖西历史的回顾、老一辈革命家的成长历程及革命奋

斗史的了解，融入到皖西革命文化中，接受身心的洗礼与

灵魂的升华。

皖西高校充分挖掘地方丰富的革命传统教育资源，

将革命优良传统引入校园，走进课堂。如皖西学院在校
内建立了“皖西文化”与“皖西地区革命传统教育”展馆。

新生入学时，把组织新生参观校内的展馆作为每年入学

教育的必备内容，通过参观，让学生初步了解皖西地区丰

富的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产生对地方文化的认同

感，激发了解地方文化的求知欲望，为地方文化精神的内

化奠定基础。高校还要把地方革命传统内容纳入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体系和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格局中，在学校
的通识选修课中开设皖西红色文化等课程，使大学生通

过系统的理论学习，把直观感受与理性思维相结合，深化

对革命传统内涵的理解，铭记历史，珍惜当下，认清自己

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自觉地接受理想信念教育并践

行。

高校还应借助墙报、校报、广播、网络等媒体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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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活动、校园文化活动及主题班会，有意识地营造革命

传统教育的校园氛围。采取演讲、朗诵、知识竞赛和皖西

文化P胛比赛等的形式，通过唱红色歌曲，看红色经典，

演红色话剧、参与红色影片的拍摄等途径，把抽象的革命
传统内涵还原成为具体丰富的革命形象，把革命传统的

历史感转化为大学生耳闻目睹的现实感，使传承与创新
相结合，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教育学生，让大学生身临其

境，在亲身经历中受到感染、熏陶，更具体、更深切地体会

和领悟爱国主义的情怀，激发革命斗志，增强自身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高校应结合地域特色，充分利用革命传统
教育资源，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找到理想信念教育的

最佳切入点，提升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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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 and makes full use of tlle local r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red culture rb皓ources，to enable the students to set up tlle lofty

ambitions of making contributions to山e mothefland§prosperity and richness．

Key wonts：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red culture resources；ideal and faitlI§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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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Education of National SoUdari够in Urban Communities in Urumqi

Yang Min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Urumqi，Xinjiang 830046，China)

Abstract：Urban colnlnunity education of national unity i8 for all community workers and residents．It is锄important way

of constructing hm'Tnonions society and maintaining a stable community．Community education has its specific subject and oh-

ject．Although some achievements has been m丑de in B community in Ummqi，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nI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ituation of B community and analyzes the achievements made in education of national solidarity and

the problems，and then proposes Some appropriate countermeasures how to carry out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solidarity．

Key words：urban communities；education of national solidarity；subject；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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