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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文化软实

力的重要体现，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建设产生着重要影响。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走访各地红色基地时反复强调：“要把红色

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1]党中央也

多次提出要注重党史国史教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推进爱国主

义教育等教育要求。威信县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一种本土红色文化

资源，承载着伟大的革命理想、民族精神以及为了革命理想敢于

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气概，在中学思政课教学中有着巨大的价值，

对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

民族的希望，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事业。响应党的号

召，就要在思政课教学中加大红色文化资源的渗透，大力弘扬红

色文化，以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1　威信县红色文化资源状况

1935年2月4日，横渡赤水河的红军进入威信县扎西地区，

并在此驻扎了11天。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回

答和解决了遵义会议提出而未解决的问题，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

全军的领导地位，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缩编中央红军等一系列

问题，中国革命从此一步步走向胜利。”[2]

1.1红色名人资源

殷禄才（1912-1947）字国清，云南省威信县人，川滇黔

游击区的主要开辟者和领导人。1936年秋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川滇

黔边区游击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粉碎敌人的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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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剿”。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边区人民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

历史功绩。

潘朔端（1901-1978）云南省威信县长安镇人。黄埔军校毕业

后参加北伐，1927年到1937年历任江西国民革命军第3军8师政

治部科员、云南讲武堂军官候补队中队长、卢汉部5团3营营长、

滇军60军183师1081团团长。1938年台儿庄战役，获国民政府

一级宝鼎勋章。

刘光荣（1917-2018）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人。年仅18 的

刘光荣在家门口报名参加红军，跟随红军长征。回乡三十多年来，

他不遗余力的宣传长征精神、到处传播正能量。1940年，回到家中

后，为了弘扬长征精神，让更多人能够牢牢记住长征历史并将其转

化为强大精神力量，刘光荣开始保护红色文化、推动红色旅游等。

1.2红色旧址资源

1.2.1扎西红军烈士陵园

扎西红军烈士陵园在1996年3月31日被批准为“全国重点

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于2011年列为“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进入园中，刻有毛泽东书体的“红军烈士纪念碑”和“英勇奋斗

的红军万岁”碑文的一座高十米的柱形石碑进入视线。在纪念碑

四周，建有83块威信县红军烈士个人生平事迹碑，肃穆庄严。如

今，扎西红军烈士陵园已经成为了集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文

化教育为一身的公园式活动场所。

1.2.2扎西会议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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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会议纪念馆展馆占地面积8000余平方米，倚山而建，气

势恢宏。纪念馆可鸟瞰威信全城。一进入大门便会看到一幅巨大

的铜制浮雕镶嵌在墙上，浮雕展示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

命家围坐在火塘边开会的场景。再往里走即是扎西会议历史事件

的主要展区。展览主题为“实现转折，走向胜利”。主要包括四个

部分：危急关头，集结扎西；扎西会议，实现转折；红旗漫卷，走

向胜利；三边转战，铁血忠魂。

1.2.3水田镇花房子会议旧址

威信县水田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原址房屋始建于清末，

是一幢木质结构的建筑房屋。因门、窗、墙壁上雕饰有花草虫鸟

的图案，又把它称为“花房子”。在2001年被列为“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周恩来同志曾说：“我们在扎西叫‘鸡鸣三省’

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我印象很深。”花房子会议为扎

西会议拉开了序幕。

1.2.4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旧址

在威信县扎西镇石坎村庄子上有一座始建于1835年的木竹架

构的瓦房，因屋宇宽与庄园近似，故称“庄子上”。这便是著名的

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旧址，是扎西会议重要组成部分。红军一

路走来急需调整，该村依山傍水且极为隐蔽，中共中央便决定在

这里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会议。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当时严峻的形式。

1.3红色精神文化资源

“红色精神文化资源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可以直接

或间接的影响人民群众的革命信仰和情绪，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

推动器；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指导人民互动与解决困难的知识、信仰价

值和规范。”[3]

1.3.1《红哥哥》

如由省移民局局长韩梅主创、国家民族影视文化促进会潘路

光导演、北京舞蹈学院老师訾娟演唱的红歌《红哥哥》在本地大

为传唱。“哥哥你是天边飘来的圣火，把咱扎西的天地照亮，点燃

咱苗家人心中的理想......”用生动的歌声赞扬了革命先辈，其

中歌颂的宝贵精神从小就激励着人们长大。“扎西精神”就是威信

县非物质红色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中国革命精神的宝库中也是一

颗亮眼的星星。

1.3.2《长征歌》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整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

红军三千几。”这首《长征歌》是由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

和工作部长贾拓夫编制而成。歌词生动的展示了和记录了当年红

军途径威信县的扩红场面。1935年2月，红军足迹遍布威信县所

有乡镇的60多个村庄，这只纪律严明的人民队伍在威信老百姓心

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书写了扎西人民的英勇精神。

1.3.3红色标语

万里长征给威信留下了“扎西会议”“扎西整编”“中共川南

特委”“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等称号。在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长征

呈现出的新面貌、新局面，彰显了扎西会议的光辉思想和崇高的

革命精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怕牺

牲、忠诚担当。”[ 4 ]和“扎西精神不朽，红色中国常有”、“革

命圣地，民族摇篮”等红色标语像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卷，为

老区人民留下了不朽的长征精神。

2　红色文化资源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运用的现状

2.1中学思政课教材中关于红色文化的呈现

中学人教版的《道德与法治》教材相比之前的教材有了内

容上的变化。九年级的课本分为了上下两册，七、八年级的册

数不变，但内容上也有了变化。九年级的教材，尤其是上册的

课本内容中蕴含的红色文化内容所占的比重较大；七、八年级

的教材中很多没有直接提到红色文化资源，但是包含着一些有关

红色精神的案例或人物；还有一些虽然没有有关的案例和人物，

但是其知识点却可以通过红色文化资源来导出。如七年级上册的

第十课《绽放生命之花》、八年级上册第十课《建设美好中

国》等课题。

2.2中学思政课教材中红色文化教育教学情况

依托教材内容对中学生进行系统教育是培养对学生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然而，在对中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除

了接收基本的理论知识，更重要是情感教育，着力点是提升中

学生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在教育教学中，思政课教师也会有

红色文化教育的意识，如教师在讲到九年级上册《守望精神家

园》这一课时，有意识的进行红色教育，但在其他课时教学

时，较少的会进行红色精神隐性教育，也就是渗透教育不够。

所以这非常有必要提升同时提升其他学科教师教育意识，深入掘

课程教材中隐性的红色文化教育素材和内容，有意识的引入红色

资源的案例和人物，才能使学生更多、更广泛的接受红色文化

的教育和熏陶。

2.3传统应试教育对中学思政课教育教学的影响

传统的应试教育深刻影响着我国教育发展，成为阻碍素质教

育的一大因素。中学教育一味地追求分数，追求升学率，削弱了

学校德育教育。考试成绩已经成为了评价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的

重要指标，在语、数、外三科上抓得最紧，所占课时也最多。但

是社会不仅需要高智商的人才，更需要道德品质良好的人。学校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更加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所以在思政课教学中，老师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充分利用当

地的红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的丰富思想道德优秀品质教育引导学生。

3　威信红色文化的有效利用对中学生思想政治课教育的意义

红色文化是一种持之以恒、经久不衰的精神力量，是一种

优秀文化，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对中学生的思想政治课教育教

学有着重要的价值。

3.1红色文化的有效利用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

新课改之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显

得尤为重要。中学时期是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的

关键时期，中学思政课又是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手段。但是，

传统的应试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以分数论好坏，而忽略了学生的心

理发展和思想形成，红色文化中蕴含着诸多高尚品质，如实事求

是、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等精神，将其渗透在思想政治课教育教

学中，能有效的避免校园悲剧的发生。威信红色文化蕴含的独立

自主、实事求是、团结奋斗的精神内涵能够激励学生发扬艰苦

朴素的精神，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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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自强不息，爱国爱家乡精神。

3.2红色文化的有效利用有利于丰富中学思想政治课教育的

内容

思政课是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在新课改之后，

教学内容有了较大的调整和创新，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

“尽管现在的教学内容已经细化，而且也逐渐向与实际生活紧密

结合的方向转变，但其中有些内容仍然具有高度抽象、理论性

太强。”[5]威信县红色文化资源底蕴深厚，其实际例子具有生动

性和具体性，能够更好地调动课堂中学生的积极性。且威信红

色文化资源涉及范围广，其中包含着老一辈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

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等丰富内涵。将优秀的精神品格运用到中学思

想政治教育中，可以丰富中学思想政治课教育的内容，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思想政治课教育教育教学的效果。

3.3红色文化的有效利用有利于传递正能量，为学生树立学

习榜样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榜样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好

的人生成长经验，更多的是一个方向、一种精神力量。红色文

化资源蕴含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中学生而言，周围身

边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对他们的影响力更为深刻。通过实

践教育教学这样的方式，可以以威信当地红色伟人为榜样，诠

释真、善、美的深刻内涵，感受地方红色人物的高尚人格，向

榜样学习，靠近、传递社会正能量，能更好的教会他们做人做

事，教会他们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中

学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其思想活跃、“三观”还没有牢固树

立，消极思想会在在青少年内心滋生，最后可能致使我国传统

优秀文化及高尚的精神文化品格被消解、被淡化，给学校教育

和社会和谐稳定造成消极的影响。

4　在思想政治课教育中有效运用威信红色文化资源的对策

思想政治课教育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尤其在今天这样高速

发展的时代，教育模式、观念等都呈现着“百花齐放”的局

面。但目前，应试教育仍然是教育的主流，使得中学思想政治

教育逐渐沦为单一的理论灌输，这也成为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

失去学习兴趣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份珍贵历史、教育素材的红

色文化，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和红

色文化结合得更“接地气”，才能提升教育质量。

4.1学校应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教育的重视程度，多方面宣

传当地红色文化

学校把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可以在学校里进

行许多拓展性活动，组织与思政课和红色文化资源相关的演讲，

板报比赛或歌唱比赛等。还可以组织学生收集与当地红色文化资

源有关的书籍，举办相关的读书交流会。利用校报或其他校园

刊物进行宣传活动，在重大纪念日，举办辩论赛、组织红色演

讲、举办红色歌舞会等，让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接受红色教

育。在学校里张贴红色名人的画报和名人警句，时刻警醒学

生。在网络发达的时代，学校在微信群或QQ 群和学校论坛上进

行宣传活动，让学生在交流互动中感受名人精神，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

4.2增强威信县红色文化资源与思政课教材的结合

课堂是学生汲取知识的主要渠道，威信红色文化资源中包括

以实事求是、忠诚担当、团结奋斗、不怕牺牲等精神为代表的

精神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底蕴。教师应该发挥主导作用，

主动学习当地红色文化且拥有自己独到的感悟和见解，秉持正确

的教学理念。可以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并用，丰富教学方式，更

直观的传递红色文化资源，增强课堂的生动性。可采取史实结

合的方式进行教学，让学生把知识点与威信红色文化结合起来进

行探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4.3加强思政课教师对红色资源的开发意识

社会实践有利于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理论向实践的

转化。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让旧居旧址成为激活红色基

因的生动课堂。”[6 ]威信红色文化包括许多纪念馆、革命遗址、

纪念碑等优秀的红色旧址资源和蕴含在其中的丰富精神文化，为

老师和学生提供了鲜活的实践场所。因此，教师教学工作不能

被课本理论知识所禁锢，要让学生实际参与其中接受身心的洗

礼，也可以在实践中更好的感知课本知识，对课堂所学的知识

进行升华。有助于学生体会到革命英雄的艰难困苦，将这份感

悟化为力量，培养高尚的品格。

4.4提高学生在红色文化教育中的主体意识和参与度

家长在学生教育教学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家长要支

持孩子对于红色知识的汲取，可以在节假日带领孩子到红色旧址

进行参观和学习，还可以在旅游前提前告知，让孩子提前查阅

相关资料，有初步的了解，培养兴趣。在旅游中帮助孩子积极

参与，认真听讲解；也可拍照留念，在旅游结束后，有机会

可以让孩子与别人分享在旅游中的所见、所闻、所想；家长通

过旅游的方式，既可以让孩子更好的体会红色文化的内涵，也

可培养孩子成为乐于分享、积极向上的人。社会可通过多种途

径加强学生的红色文化教育。如一些红色遗址，纪念馆可对青

少年免费开放，也可在车站，公园等公共场所设立红色文化宣

传栏，给青少年制造红色氛围，增加学生主体意识。让红色文

化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所不有，真正的融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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