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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功能发挥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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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国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但是在实践中其教育功能

发挥仍然存在比如宣传度不够 、公益性不够和参观形式化等诸多的问题 , 针对这些主要问题 , 文章提出了一些建

议 ,以寻求爱国主义教育地教育功能发挥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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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充分认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教育功能

(一)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所承载的丰富而真

实的历史文化内容 ,是对人们进行爱国主义 、革命传

统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的宝贵资源 。从 1997年

起至今 ,中宣部先后公布了四批共 356个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 。这些示范基地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

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灿烂的华夏文明 ,展现了近代中
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丰功伟

业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而且 ,每一个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所展示的一件件历史文物 ,所讲述

的一个个真实故事 ,所展示的一张张图片 ,所播放的一

个个场景 ,都是一部部真实的历史教科书。它们时刻

地在教育人们真切体会中华儿女的崇高理想和价值追

求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以及如何做人 、如
何做事的基本道理 ,也不断地在感召人们从历史文化

的财富中寻找到爱国的源头 ,从社会进步中找到奋进

的精神力量 ,从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中获得智慧启示。

(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贴近实际 ,贴近生

活 ,贴近群众 ”的活动形式 ,是深入开展群众性爱国主

义教育活动重要依托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情感和精

神 ,本身是抽象的 ,因而需要依托一些为人们所喜闻乐
见的活动形式来进行 。而近年来各地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 ,也随着爱国主义教育的环境和条件的变化 ,在

继承过去好做法好经验的基础上 ,坚持 “贴近实际 ,贴

近生活 ,贴近群众 ”的原则 ,积极创新了爱国主义教育

的载体 、形式 、途径和渠道 。

二 、深刻反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教育功能发挥的

主要问题

(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宣传度不够 ,以至于很
少有人能够知道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到底有哪些 。从中

宣部于 1997年公布第一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至今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就有 356个 ,再加

上有关部门和地方命名的教育基地 ,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实际上已遍布全国各地 。但是 ,这并不表明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 ,并为人们所熟知。

以中小学生的调查为例 ,来自全国十个省份近万份的

问卷数据告诉我们 ,有 30.4%的学生表示从来没有去
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而在 53.9%选择学校组织参观

的学生中 ,有相当一部分其实也不是参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而是其他诸如科技馆什么的教育基地。在让

学生说出 2-3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名称时 ,令我们

颇为惊讶的是 ,在湖南 、长春等一些存在世界闻名的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地方 ,居然都没有几个同学能列举

出来。可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宣传还有待于加强。
(二)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形式化 ,无法达成

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 。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教

育的形式化倾向 ,主要表现为整个参观活动的无组织

性 、无目的性 。还是以中小学生为例 ,我们多次在实地

的考察中发现 ,带队老师虽然把学生们组织起来并带

到了基地 ,但并没有指导孩子们参观或作有意识的讲

解 ,而是放任孩子们在场馆内自由玩耍 。而接受学校
组织的集体参观的基地 ,却因为导游 、解说员的人手不

够 ,也没有组织好讲解和引导。参观前缺乏必要的知

识准备 ,参观过程中缺乏引导和讲解 ,参观后也没有要

求总结和体会 ,所以 ,很多中小学生在参观完了基地之

后并无深刻印象 ,所学到的东西也更少 ,有的甚至连基

地的名称都不知道。

(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益性程度不够 ,也限制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功能的发挥。尽管《爱国主义教育
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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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建设》等一系列文件中 ,都提及了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要创造条件对社会开放 ,对学生免票 ,也尽管各级
政府都按照中央要求 ,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和运

行给予了资金支持 ,部分爱国主义基地也实行了免费

开放。然而在我们的实地考察中 ,发现免费开放的基
地 ,往往都是内容陈旧单调 ,展示手段落后 ,缺乏吸引

力和感染力的场馆;而建设稍微好一些的场馆 ,几乎都

是收费的 ,而且门票价格还不便宜。如圆明园门票 ,大
人 30元 ,学生 15元;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门票 ,大人 40

元 ,学生 20元;而至于到庐山会议会址 ,就更贵了。因

为进庐山的门票就是 180元 ,要参观会址 ,必须再花二
十元买门票才能进去 。这无疑限制了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的利用效率而影响其教育功能的发挥。

三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教育功能有效发挥的现实
路径

(一)运用大众传媒和其他方式 ,加大宣传介绍教

育基地的力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大众
传播媒介是人们摄取信息 、休闲娱乐的重要生活方式 ,

甚至已 “渗透到我们社会体制的核心 ”。因此 ,包括报

纸 、广播 、电视和互联网等在内的大众媒体 ,都应该把
宣传介绍教育基地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 ,一方面要及

时报道教育基地开展教育活动的情况和效果 ,反映社

会各界的建议和呼声 ,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向人们介绍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基本状况 、图片故事。而随着网

络日益成为人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和信息的主要来源 ,
更应该发挥网络尤其是人民网 、新华网 、光明网 、央视

国际等国家重点网站对爱国主义基地宣传的责任。各

教育基地也应该积极主动地利用网络建立网页或网

站 ,把基地的相关资料图片上传 ,实现网上建馆 ,打造

网络资源共享平台 ,供广大网民上网浏览。各媒体尤

其是影视媒体还应该通过文艺创作 ,制造一些反映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史实为题材的优秀作品 ,尤其要注重

发挥动画文化企业在这方面的作用。

(二)按照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要求 ,加大对教
育基地的投入。为了进一步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

作用 ,落实中央的要求 ,中宣部会同国家发改委 、财政

部 、国家文物局等部门 ,于 2004年 12月和 2005年 1

月先后发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 533工程 ”

实施细则》和 《关于资助部分反映抗战内容的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有关事项的通知 》。其中 “ 533工
程 ”,即利用五年时间 ,通过中央资助一点 、地方财政

支持一点 、教育基地自筹一点的办法 ,对各类教育基地

进行改造。但这样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公益化的要求 。因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爱

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依托 ,应该本着满足人们的精神需

求的原则 ,真正成为服务人民的公益性文化事业 ,实现

对公众的免费开放。而对于教育基地尤其是对反映我
们党革命斗争历史的示范基地的各项工作正常运转所

需要的经费 ,应该由各级财政部门给予资助和保障。

因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是国家赋予人们的政治义务
和道德要求 ,不应该因为费用问题而人为地阻止人们

接受教育。

(三)要增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服务意识 ,把爱
国主义教育落在实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要 “坚持把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坚持面向未成年人 、服务未成年人

的宗旨 ”,从实际出发 ,精心组织一些青少年喜闻乐见
的活动 ,如利用重大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纪念日和节假

日 ,以及青少年入学 、入队 、入团 、成人宣誓等有特殊意

义的日子 ,举行各种庆祝 、纪念活动和必要的仪式 ,组
织开展研讨会 、演讲会 、报告会和文艺演出等。同时也

要通过各种方式做好文物史料的研究整理工作 ,挖掘

精神内涵 ,紧密联系实际 ,从不同侧面 、不同角度进行
诠释和展示 ,给人们以知识的普及 、心灵的震撼 、精神

的激励和思想的启迪 。还要不断改进和提高基本陈列

水平 ,通过实物 、照片 、图表 、模型 、绘画 、雕塑 、景观等
多种形式以及声 、光 、电等科技手段 ,来增强教育的吸

引力 、感染力 。尤其是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树立服

务意识 ,对参观群众在接待咨询 、参观引导 、提供资料
以及安排讲解等方面实行规范化服务 。

(四)要发挥学校老师在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的主导意识 ,提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利用效率。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对象是青少年 ,而学校是对青少

年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学校应该站在祖
国民族未来的高度 ,有目的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参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就要求学校在组织参观之前 ,要

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前期知识宣传和资料积累 ,在宣传
过程中结合文物 、图片进行史实的宣讲 ,在参观后通过

各种形式组织学生进行总结 ,比如演讲会 、征文比赛

等 。所有的带队老师 ,都应该把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当做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教学活动来准备 ,从而避

免形式化 、过场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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