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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革命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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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革命文化资源记载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创造的宝贵资源和精神财富，体现了共产

党人不变的初心使命、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革命精神，具有自身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本文在厘清革命文化资源基本内涵的

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衡水革命文化资源在精神、实践和物质上的三种呈现形态，从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三个方面凝练了思想政治教育用好用活衡水革命文化资源的价值意蕴，进而立足当前实际，从挖掘内涵丰富课堂教

学内容，搭建平台拓宽课堂教学渠道，强化育人优势提升实践教学成效三个方面提出了衡水革命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

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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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资源诞生于特殊的斗争年代，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在

改革、建设以及革命的实践过程中积累而来的宝贵资源和精神财

富，也是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关键性内容，能

够将中华民族坚韧的奋斗精神充分地激发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各级党委政府加强革命老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保护工作，关心关爱

老区百姓的生产生活，并在制度机制等方面多次对弘扬老区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做出部署安排。衡水作为冀东南革命老区，孕育着

意蕴深厚的特有革命文化，对于衡水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具有

现实引领和借鉴作用，为我们更加深刻领悟其激励人民奋勇前进

的精神支撑丰富和拓展了价值内涵意蕴。

一、衡水革命文化资源的现实呈现形态

衡水革命文化是本地区共产党在长期革命以及建设中积累而

来的，这些文化资源会随着时代变化逐步变得更加丰富，是党和

人民高尚精神追求的价值体现和常态化资源。在革命文化中，衡

水革命文化占据着较为重要的位置，主要以精神、实践和物质三

种形态呈现，是我党创造的多重精神财富的高度抽象，本身有着

丰富的鲜活内容和育人意蕴，能够将共产党优秀的革命风采、坚

定的理想信念充分彰显出来。

（一）从精神形态看衡水的革命精神

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凝结而成的关

于优良作风和优秀品质的总结，集中反映了革命先辈的政治品格、

思想品德和意志品质。衡水革命精神通过枣强“三十六烈士”、

饶阳耿长锁、阜城马本斋等鲜活事例具体呈现，孕育了爱好和平、

敢于斗争、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如枣强“七星子”——

张永言，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出“宁死不当亡国奴”“干革命就

不怕掉脑袋”“我不怕敌、敌必怕我”“一粒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

的英雄气概，如日月山川光照人间，使后人永远铭记心中，成为

衡水人民为追求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而不懈奋

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和坚定信念支撑。

（二）从实践形态看衡水的革命历史

进入新时代，学习好党史、国史，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

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衡水革命历史是衡水早期党组织

领导衡水人民为完成不同时期革命任务所做的努力，其饱含着衡

水人民为之拼搏的鲜活事迹，既是地方组织的实践奋斗史，也是

党自身建设演变史。衡水从建立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到社会主

义革命完成，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从未熄灭，这是属于衡水人民

的荣誉，更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鲜活记忆。

（三）从物质形态看衡水的革命遗存

革命遗存对赓续革命精神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以来，

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革命遗存和革命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加

强了多处革命旧址、革命遗迹、革命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等的保

护利用。衡水人民在革命历程中保存留下的多处遗址、纪念馆、

遗迹和革命历史建筑，成为衡水革命文化资源现实的物质载体，

其中代表性的有，安平台城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饶阳

耿长锁纪念馆、阜城马本斋纪念园、冀州冀鲁豫边区省委党校展

览馆等 37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纪念馆中展出的“中华民国”

时期弓仲韬所用的木书箱、抗日战争时期领导人用过的皮箱、解

放战争时期察哈尔军区炮旅司号长李长生的军号等 10 多件珍贵展

藏品，这些革命遗存是鲜活的党史素材，映照着革命年代衡水人

民深厚的爱国情怀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决心。

二、思想政治教育用好用活衡水革命文化资源的价值意蕴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开展思政教育的主要途径，同时，也

是大学生接受革命文化熏陶的主课堂，衡水革命文化资源形式多

样、内涵丰富，为其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了可能性，这

样思政教育内容不仅能得到有效丰富，立德树人的理念也能有效

落实，并且还能将优秀的革命文化渗透给大学生，进而实现了二

者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融合发展。

（一）衡水革命文化资源是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内

容的重要载体和鲜活案例

将最直观生动、意蕴深刻的衡水地方革命文化资源有机融入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不仅将理论知识和实际案例有效结合

起来，且增强课堂教学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同时也是思想政治理

论课案例教学的良好载体，比如安平革命先辈弓仲韬，从小受到

父亲的熏陶以及影响，在青年时期，就对国家大事尤为关注，经

常利用空闲时间向老百姓宣传民族振兴、反帝反封建和妇女解放

的思想，并且他在宣传这些思想时，是第一个带头剪掉辫子，主

动汲取新思想并领导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使得衡水这

片热土成为全国较早的革命根据地。这些生动鲜活的案例可有效

融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知识，赋予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彩的教学

内容，能够将大学生学习思政知识的兴趣充分地激发出来，进而

实现思政育人的预期效果。

（二）衡水革命文化资源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

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就

是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崇高理想信念，能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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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不懈奋斗，始终坚守担当精神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衡水革命先辈们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百折不挠

的革命精神、永不言败的革命斗志，为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培育当代大学生成为强国一代丰富了内涵，树立了标杆，

使得革命英雄精神永垂不朽，不断激励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

（三）衡水革命文化能够为高校开展思政教育提供强有力的

精神支持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

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运用鲜活生

动的革命文化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经典案例

提升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和道德素养，促进大学生健康全面自

由的成长发展，从而为社会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才支撑。衡水

革命文化资源的发展丰富不仅实现了对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

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且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育教学提供了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的教育资源。

三、衡水革命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将衡水革命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就能借助课

堂教学主渠道还原革命文化的本来和历史，激活衡水革命文化资

源内蕴的精神密码，在丰富课程体系的同时，也为高校铸魂育人

指明了方向。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要深入挖掘衡水革

命文化的内涵内容，积极搭建网络教学新平台，持续强化革命遗

存的实践育人优势，从而充分彰显衡水革命文化资源的人文价值、

教育价值、历史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深入挖掘衡水革命文化资源的深刻内涵，丰富课堂教

学内容

通过多种形式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课堂教学的主渠道

作用，在课堂教学设计中，要根据具体内容，将衡水的革命文化

资源与党的革命史和国家的建设史有机结合起来，使得大学生能

够多层次、多角度增强对革命文化资源的理性认知，提升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亲和力。同时，对于实践性不强的理论知识，适时融

入地方文化的人文精神，多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主干课程和限修选

修课程优势互补，不同侧重，结合丰富的革命文化资源实物、实景、

实例进行课堂教学，思政教育对大学生的感染性能够得到有效强

化。

（二）积极搭建衡水革命文化资源网络教学新平台，拓宽课

堂教学渠道

互联网时代，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

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我们要把充分用好用活衡水丰富多样的区域革命文化资源作为思

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理论和实践内容，增强大学生对革命文

化知识的学习兴趣；整合校园、市域新媒体资源，将学校官网、

微信微博、广播橱窗与衡水电视台、衡水融媒体、衡水新闻网等

平台有机契合融合，坚持正确的思想宣传导向，加大资源融合整

合力度，积极实现资源共享共建，努力产生“1+1 ＞ 2”的教育效

果和宣传氛围；借助新媒体优势，开设开辟衡水革命文化专题学

习板块，开展时事热点讨论、魅力人物评选等活动，让衡水革命

文化资源传播更加贴近大学生学习生活。

（三）持续强化衡水革命遗存遗址的实践育人优势，提升实

践教学成效

革命遗存遗址作为衡水革命文化和革命历史资源的物质形态

载体，见证和凝结着衡水人民的光荣革命历史。正如谭其骧先生

所说：“历史好比演剧，遗址就是舞台。”衡水 37 处市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和 10 多件珍贵展藏品，集中展现了衡水的革命遗存，是

革命先辈向往光明并为之拼搏的象征，是大学生走进革命历史的

时光隧道，碰撞革命思想火花的时空平台，为当代大学生真实地

直面历史、了解历史、感悟历史开通了历史和时空通道，通过参

观革命遗存，学习革命事迹，感悟革命精神，使新时代大学生对

衡水革命文化资源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思考，进一步坚定理想

信念，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四、结语

总而言之，衡水革命文化资源能够充分彰显衡水人民在革命

斗争年代和改革建设历程中的辉煌业绩，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的先进性和革命性，而且具有鲜明的文化育人价值和特色。所以，

高校尤其是衡水地方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将衡水革命文

化资源有机融入其中，这样在调动大学生参与思政教育积极性的

同时，还能提升强化学生对衡水革命文化资源的认同感，进而有

效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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