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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的分类及其对国防生的教育教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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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10000

摘　要 : 红色资源是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资料，继承了革命先烈们英勇抗争、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

共产党光辉历史的承载。按照红色资源的性质分类，红色资源可以分为物质性红色资源、信息性红色资源以及精神性红色

资源。将承载了重要历史的红色精神转化为国防生的教育教学资源，能够实现对国防生们思想高度、品德素养、价值追求

的培养，有利于对现有的国防生教育教学资源进行丰富拓展，有利于帮助现有的国防生思政教育突破教学内容单一困境，

推动国防生思政教育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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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技术飞快发展的今天，现代化军队对信息人

才的需求日益增长，能够掌握现代尖端武器、熟练使用信息

设备已经成为军队建设的必备人才。为实现强军梦，人民军

队广泛的从高校中选拔人才，与高校合作培养国防生。一定

程度而言，全国各地高校培养的国防生已经成为军队发展干

部的重要来源。国防生担负着保卫祖国、实现中华强军梦的

伟大使命，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必不可少的重要人才群体。

他们在军队中担任着日益重要的位置，总体上实现了人民军

队的现代化与信息化。处于这样的重要位置，国防生们的思

想政治高度关乎军队建设以及祖国发展的未来，是高校培养

国防生必须要予以重视的。红色资源是对国防生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的关键载体，如何有效的利用红色资源、将红色资

源转化为国防生教育教学资源是个高校开展国防生红色资

源教育遇到的首要难题。想要实现对红色资源的充分利用，

高校应当自己考虑两个问题，首先是红色资源的概念以及分

类，其次是如何实现红色资源与教学资源之间的转化。本文

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探究，将阐述国防生教育中红色资源的

有效利用途径。

一、红色资源的概念及分类

（一）红色资源的概念

伴随着学界对红色资源研究认识的加深，学者们对红

色资源的概念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呈现出了狭义说与广

义说的两种对立说法。狭义的红色资源说以谭东发、吴小斌

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红色资源就是指能够顺应历史潮

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一切革命活动中凝结的人文景观与

精神。一般而言，他们的学说认为红色资源就是指，中国人

民共产党成立以来所进行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期间所遗留的遗迹、遗物以及红色革命精神。

而广义的红色资源学说认为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

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期间所创造的、能

够为人民开发利用的各种物质、精神载体的总和。这学说以

胡聪教授为代表，从更加广泛的，范围内选取了红色资源的

概念，其包含内容也较为复杂，难以实现具体的概括总结。

因此，本文将从狭义红色资源的角度出发，将中国人民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期间的历史痕迹和精神瑰宝加以研究，

实现对其分类与利用途径的细致阐述。

（二）红色资源的分类

本文认为红色资源可以按照其性质划分为三大类，即

物质性红色资源、信息性红色资源以及精神性红色资源。首

先来说，物质性红色资源即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

行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期间所

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革命旧址、革命文物等。例如，永安

抗战文化遗址群、解放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步枪、坦克等文

物。物质性的红色资源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拥有着具体的

物质形态，是红色资源的具现化载体，拥有的重要的教育作

用。信息性红色资源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三次战争期间

口口相传的标语、口号、影像、歌曲、文献等资源。例如，

一二九运动中，游行学生们所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口号以及《解放区的天》、《山那边好地方》等歌曲。这部

分资源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他们有着信息性的特征，是

不可见、也不可触摸的。但是他们却存在于人们的记忆深处，

是不可忽视的红色资源之一。最后，红色资源还包括精神性

的资源。精神性红色资源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日精

神等旧民主主义革命期间所创造并遗留下来的重要民族精

神。这些精神性的红色资源是红色资源中的精髓，具有高度

的总结性与概括性，是红色资源的灵魂所在，是中华民族在

血与泪中抗争伴生而出的精神成果。此外，红色资源还可以

分为，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两部分，物质性的红色资源有着实

际载体，而非物质性的红色资源则是指中国人民共产党领导

广大人民进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

间遗留下来的精神瑰宝。

二、红色资源对国防生的教育教学功能

（一）开展红色资源教育有利于保证国防生的思想政

治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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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是一种，展现了我党在革命斗争时期艰苦奋

斗的革命斗争历史以及波澜壮阔的英雄史，是国防生开展思

政教育的重要教育资源，能够帮助国防生坚定对党的追随，

保证其思想政治的正确性。首先来说，红色资源是中国人民

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英勇抗争走向复兴道路的光辉历程遗

物，展现了共产党人不畏牺牲、英勇奋战、热爱祖国的光辉

形象，能够为国防生们提供精神榜样，帮助国防生走向正确

的政治道路。例如，在抗日战争期间，冯玉祥、赵登禹、张

自忠、杨靖宇等抗日英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铁血军人，将

会永远的带着民族气，节约英雄光辉长存，他们的事迹是鞭

策国防生们爱国奉献最好的教学事例。像这样红色资源应用

于对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够很好的激发国防生们心中

的爱国情怀，使得国防生能够自发性的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

任。其次，文化对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将红色文化，

转化为国防生教育教学资源能够为国防生构建浓郁的爱国、

爱党、奋斗文化环境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国防生们的思

想，指引国防生走向正确的政治道路。具体来说，文化氛围

对人的影响是不可见的，然而这样的影响却是深远而又深刻

的，红色爱国文化能够通过红色资源教育很好的在学生中传

承，潜移默化的文化氛围又会影响每一个学生的思想情感，

这样的文化中熏陶出来的学生必然能够形成崇高的思想品

德以及坚定的价值追求。此外，这样的文化熏陶对学生而言

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国防生们在离开学校之后依然能够受到

红色爱国文化的影响，坚定不移的走向正确的政治方向。最

后，红色文化转化为国防生教育教学资源能够直接的对学生

的思想政治道路进行指导，减少了学生走向错误思想道路的

可能性。教师们在开展红色文化教育中，能够有效地指导学

生怎样走是正确的思想道路，帮助学生避开那些错误的思想

道路。这样的影响是直接性的，能够帮助学生们辩明思想政

治路线，为学生们未来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总地来说，红

色文化转化为国防生教育教学资源对学生思想政治道路的发

展影响极为深远，开展红色文化资源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国防生教育教学中红色资源的有效利用途径

（一）提供国防生物质性红色资源接触机会

物质性的红色资源有着具体的形态，它是党在领导抗

日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枪械、炮弹、车辆，是党在井冈山留

下来的根据地遗址，也可能是现在建造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同样它也可以是烈士们的纪念碑、烈士陵园。这些

具体的物质形态都是可以接触的，只在教科书上的展示的图

片无法完美的还原他们的历史感、庄重感，也不能够很好的

还原先烈们的抗争情境。教师们可以带领国防生去接触这些

物质性的红色资源，让国防生们亲眼见证那些历史留存，亲

身感受我党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期间英勇不屈、顽强奋斗的英

雄气魄。物质性的红色资源很适合开展国防生教育教学，它

们直接而生动，能够在学生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学生们

的影响也较为直观。因此，教师可以采用带领学生参观博物

馆、烈士纪念碑、红色遗址遗迹，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国防生

对红色资源有一个直接的接触。

（二）对非物质性的红色资源展开背景学习以及精神

解读

非物质性红色资源不同于物质性的红色资源，这部分

红色资源常通过口号、文献、歌曲、精神等形式展现出来，

这些资源中国人民的共同历史记忆，这些资源没有经过，博

物馆、收藏家们的特殊保护，却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传承下

来。对于这部分红色资源的学习，老师应当引导学生对这些

资源的背景展开学习，只有充分地了解了这些口号、歌曲、

精神背后的故事，还能够对信息性红色资源中所承载的精

神、价值观进行解读。例如，“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这个口号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所记载，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个

口号成功的召集人们捐献抗日物资，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

致、共抗外敌的民族品格。想要对这个口号进行充分的解读，

必须要对其背后的故事进行探究。1938 年 7 月，武汉会战

进入白热化阶段，为唤起全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志和

决心，以实际行动保卫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号

召全国，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抗战一周年纪念暨七七献

金运动。献金运动得到了全国各族、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成为献金运动中最响亮的口号。

教师带领国防生去解读这些非物质红色资源，必须要重视其

背景知识学习，离开了背景知识学习，对其内在精神的解读

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结语 : 国防生教育是国家军队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培养国防生的教学中，必须要重视对学生们思想品德、理

想信念的培养。红色资源是重要的国防生教育教学资源，其

内容丰富、品类众多，对充实国防生教育教学课堂、丰富教

学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红色资源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对培养

学生崇高理想信念，能够有效指引学生思想政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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