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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革命精神在高校德育工作中的实践探索 

——以浙西南革命精神为例 
楼丹岑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丽水  323000） 

【摘  要】中国的革命精神不仅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也是社会的共同财富。大学生传承中国革命精神仅靠课堂中

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充分的，高校中的非课堂德育工作也应紧抓革命精神，使学生在组织和参与活动的同

时理解和体会革命精神的重要性，产生认同感，从而落实到行动中。本文主要以对“浙西南革命精神”在

大学生群体中的宣扬和传播工作的实践探索为例，对中国革命精神在高校德育工作中的重要性、可行性及

相应评价标准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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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革命精神是社会的共同财富，同时它包含的革命精

神力量有着重大的教育作用，而在当代高等教育院校中，这种

精神力量指导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浙江丽水市，一方有着光

辉革命历史的红色热土，由于其地理位置位于浙江省西南部，

其革命精神便被命名为“浙西南革命精神”。“浙西南革命精神”

彰显着在革命时期，军民坚守信念、艰苦奋斗、团结一心为新

中国的建立不断斗争牺牲、开拓进取的精神，因此，其涵义被

精简概括在“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十二字中。中

国幅员辽阔，革命时期的革命火种更是布满祖国大地，“延安精

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红船精神”等等各具地方特点

的革命精神已深入人心，并有众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对此开发、

研究和宣扬。党史研究专家金延锋在回答热点问题时提及，“浙

西南和丽水都是地域概念，丽水是全部县市都纳入了浙西南革

命根据地区域的市，具有唯一性。“浙西南革命精神”是以“红

船精神”为源头的中国革命精神在浙西南革命实践中的生动体

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如同其他极具地方特色

的地域革命精神一样，“浙西南革命精神”汇集了浙西南、闽北

地区革命先烈的血肉身躯和豪情义云，其现实意义和具体内涵

更是感动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浙西南和闽北人民。 
国内研究红色革命和红色文化大多立足于经典著作，如《毛

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划时代的伟大论述。虽然我们已经

迈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但如今仍有众多学者

将抗战时期的革命文化与民族命运和国家兴旺联系在一起，他

们将革命文化赋予体现新时代特点的更强大的精神力量，极力

在思想上促使中国社会形成更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作为高校

教育工作者，我们也深刻知道大学生是未来建设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主体，所以如何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尤为重要。

因此，教育工作者应正确认识革命文化，并向大学生群体传播

和宣扬正确的价值导向，让革命文化在新时代发挥更强的作用。 
本文着重论述中国革命精神在传统形式的教学课堂外的德

育工作中的价值和作用，以及通过组织和举办宣扬“浙西南革

命精神”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中，观察和分析以大学生为主的青

年群体对革命精神教育的反馈和反响。 

1  从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增强大学生对革命精神
的认同感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志
“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

年。”这不仅是对党内同志的要求，众多从事高校思政和德育的

研究学者也都认为新时代的高职院校应加强党史教育，中国共

产党革命精神作为党史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应被广大

大学生群体所认识、铭记和践行。大学生在校期间，不仅需要

学习专业知识，更应该提高综合素质，这其中就应包括对中国

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认同感和对往昔革命峥嵘岁月的共情感。毫

无疑问，知史、懂史并传承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有利于大学生

牢记使命、继往开来。浙西南革命精神思想的根本渊源来自于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红船精神”在浙西南的扩展和延续，

人民群众是这种革命精神的主体，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则是其

精神的重要实践基础。因此，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上便

形成了兼具思想、动力、实践的完整的革命指导精神。这就要

求教育工作者必须牢牢抓住党史教育的精髓，结合当地区域革

命精神的特点和特色，运用大学生喜爱的方式，从党的革命历

程和革命故事中吸引青年群体的自主关注和自觉践行。 

2  从由“点”到“面”的方式中普及大学生对革
命精神的认识 

浙西南革命精神作为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刻的教育

内涵和工作方法也出现在一些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的论述中，

他们将“浙西南革命精神”融入进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

中，分析其内涵和意义，从而使得大学生对中国革命精神有了

新的理解，同时通过当地的文化熏陶，也能加强对区域革命精

神的认同。但是，以上探究领域却基本局限于高校传统形式上

的教学课堂，对课堂教学外的德育工作进行深入研讨尚未普及，

导致目前很少见到革命精神与高校其他形式的德育工作相结合

的科学系统的体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革命精神在课堂外的德

育工作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

点”。“时代新人”是时下热门的新特定词汇，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对人们的要求突出了当前社会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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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时代新人”的培育仅依靠思政课堂教育是不够的，教

育工作者应利用课堂外的资源和工具，用多方位、多角度、多

元化的方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革命精神深入当代

大学生心中。 

3  从实践活动中培养大学生对革命精神的向往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

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这三句话更能印证即使在和平年代，

中国的革命精神也不会过时。浙西南革命精神是浙江丽水本土

的、贴近当地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的精华，在高校德育工作中

以实践的方式重温浙西南革命历史，弘扬浙西南革命精神，对

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有着重大的作用

和影响。因此，高职院校的德育工作指导思想不可缺少中国革

命精神的组成，革命精神的传承更不能少了当代大学生这一庞

大的未来可期的群体。革命精神教育工作必须融入到大学生的

日常活动中，教师的言传身教、组织学生参观当地革命纪念馆、

成立大学生学习团队和宣讲团队等活动模式皆立足于革命精

神，且与高校辅导员的日常德育工作相结合，对高校的革命精

神教育进行讨论，探索其科学化、系统化、理论化的可能性，

同时得出具有在此领域可复制的工作指导方法。 
通过研究、研读和学习如下新时代关于革命精神的内涵和

要求，包括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

新人的内涵和素养、其他地域革命精神的实践与探索成果，将

其中心思想融入到活动和其他思想政治德育工作的设计和策划

中，以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展示能力。我们可以

根据学生活动呈现出的效果和社会反馈反响，再将思想政治德

育活动进行归类汇总。因此，我们将近年来组织的实践活动依

据活动相关性、活动参与度、涉及范围、学生反馈度、社会效

应等，对其排序和组合进行综合评分，得出目前最优方案，每

个评分都有其标准（基准比例为 1.0），如将活动类型分为观看
领悟、社会实践、精神分享、志愿服务等，活动相关性与该活

动是否与革命精神内涵的相关度决定，学生参与度以参与学生

占全体学生的比例为准等。 
经过两年多的组织学生以宣扬浙西南革命精神为主题的非

课堂项目活动的工作经验，截止目前，我们所在的二级学院已

积极组织、响应和参与关于浙西南革命精神和中国革命精神活

动共计十余场次，参与学生已达三千余人次，总结报告和汇报

座谈会已有 6场次，其中，“星火传承革命老区•筑梦乡村振兴”
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已获得 2019年丽水市级重点立项；大学生浙
西南革命精神宣讲团已成为校级学分制社团；共青团中央主办

的“青年大学习”活动在我院的学习率达到 100%；已拍摄和发
布以党史教育活动为标准的浙西南革命精神宣讲微视频 3部。
通过不同类型的宣传手段，例如，网络平台传播、校内实体屏

幕轮番播放和参与各级各类比赛，不断扩大涉及范围和覆盖度。

已显现出的成绩支持着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为形成系统化、

理论化、可复制型的中国革命精神与高校德育工作的结合奠定

了工作基础。 
我们在实践活动工作重点活动项目完成后，根据可直观显

现出的成效对其评定打分，致力于形成活动模式和组合活动模

型的雏形。就其中一项活动案例微视频《浙西南革命精神——

革命先烈潘香凤》分析得出以下数据和结论： 
活动参数→活动相关性→活动参与度→涉及范围→学生反

馈度→社会效应 
微视频《浙西南革命精神——革命先烈潘香凤》→1.0→

0.0058→1.2→0.8→0.5 
该视频的主题围绕浙西南革命精神，以英烈潘香凤英勇就

义的故事映射出浙西南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奉献自我、坚忍不

拔的精神，因此，活动相关性为 1；从活动参与度方面，参与
视频拍摄和制作的学生有 6名，指导老师一名，其所在二级分
院人数约为 1300 人,稀疏为 0.0058。通过网络平台和校园内电
子屏循环播放，观看量达 8000人次；说书和情景剧演绎的方式，
获得了学生的关注和好评；但是由于传播途径过于狭小，社会

效应仍需提高。 
从上述例子和其他已实施的活动构成和效果来看，我们不

难发现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阻碍。例如，评定德育活动工作的

标准依然需要更加全面和客观的界定、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依然有待开发和维持、必须改变和更新传播方式和方法、以及

通过更多方式进一步扩大社会效应等。因此，高校非课堂德育

工作必须有更加全面、深刻、高效地落实和总结。同时得出结

论，研究实施内容必定牢牢抓住时下引导风向设计和策划德育

工作计划，并将扣紧当代大学生心理进行，不能将思想政治教

育成为学生心理上的负担，更加准确和全面地分析当前现状，

使中国革命精神教育成为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部分，以及肯定

地方性革命精神为高校德育工作创造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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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中国的革命精神在高校德育工作中的实践探索—

—以浙西南革命精神为例（课题编号：LZYB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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