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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基于红色基因传承的当代大学生国防教育模式的探索 
——以武汉东湖学院“越之彩”实践队暑期实践为例 

◆彭  聪  冯  昆  陈昊义 

（武汉东湖学院  湖北武汉  430212） 

 
如果说中华民族精神史是一部伟大的史诗，那么红色革命精

神就是其中最重要最辉煌的明星。红色革命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是全中国人民永远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红色基因。它是永远中华血脉中的精神财富，无论何时，都需要
研究传承红色革命精神，让其美学价值得以发扬光大。邓小平同
志曾说：“革命精神是十分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
动。”他还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不断斗争磨砺出的精神
概括为：“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
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
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 

一、提高红色基因认知，强化传承的重要性 
认知决定深度，搞清楚认知和含义才能够做到方向和落实。

陕甘边根据地作为中国西北第一块规模较大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是西北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诞生地，
也是西北红军的摇篮，还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照金作为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是国北方第一块山区革命根据地，刘
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领导陕甘边地区人民，开展游
击战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运用于当地的革命实践之
中，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同时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与陕甘边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荣典范，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过
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特定地区性的一种“照金精神”——不怕牺牲、
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独立自主、开拓进取的创新勇气；从实际
出发，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在“照金精神”的影响下，让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
一批优秀革命人才。“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
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要加强对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
究，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发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是习近平主
席关于传承和弘扬“照金精神”的重要论述。回顾历史，中华人
民军队的红色基因永远都是星火相承，燎原盛世。从 1927 年 8
月 1 日的南昌起义，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
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红军八万里长征，井冈山胜利会师，飞夺泸
定桥的舍生忘死，气势恢宏的百团大战，横扫千军的三大战役，
舍生忘死的抗美援朝，抗震救灾、抗洪抢险的不屈顽强……他们
的红色基因火焰时刻都在燃烧，时刻都在照耀中华大地的每个角
落。红色基因起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为它的生
存、发展起到了指导思想，构筑了红色基因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和思想灵魂。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被引到中国后，成为了中华人民
团结和共同奋斗的精神纽带，构成了红色基因得以传承和发展的
基石。 

二、了解国防知识，强化国防教育 
国防知识的内容包含了国家内政到国际外交，从自然科学到

人文科学，从基础科学到社会科学等。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卫祖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神圣职
责，国家国防就是中国人民的国防。中国国防始终服从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服从党和国家的总政策，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目标。
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中国的独
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基本目标，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
国现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永远不对外侵略和扩张，不搞霸权主
义，但是对于外来的侵略、反抗以及其他严重侵犯国家利益的行
为，必将给予坚决的反击。中国永远不会占领任何国家的一寸土
地，也不允许任何国家侵占中国的一寸土地。中国的人民群众是
国防事业的力量源泉，坚决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国防，永不依
附于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同时保持国防事务的自主权，努力加
强国际合作，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
和稳定而奋斗。加强国防教育，是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的重大
战略问题。国无防而不立，民无兵而不安，天下随和，忘战必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二条明确指出“保卫国家的主权、统
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是国防的根本目的。国家国防是国家的根
本利益，目的只为创造和维护国际环境的安定和平和社会生活的
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最根本的利益。«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到：“要引导人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
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损害祖国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
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国防教育的核
心就是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
本内容之一。爱国主义即为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
的态度，是个人所应该具有的公民道德之一，是历史地形成的忠
诚和热爱自己祖国的思想和感情。作为当代大学生，不但要加强
国防知识与教育，还要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
育，做到真正把国防信念牢固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基础上，
坚定不移地跟随中国共产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勤奋学
习，帮助国家创新发展。 

三、提高大学生思想，开展多样化国防教育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

的重要时期，对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
党的十九大对于当代青年提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的战略要求。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才有
前途，民族才有希望。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肩
负着人民群众的重托，以及历史的重任。“历尽天华成此景，人
间万事出艰辛。”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长久艰辛的任务，越接近
大任，越是需要付出更加艰巨、更加艰苦的努力。当代大学生朝
气蓬勃、好学上进、自信自强的一代，他们可信、可担、可为。
他们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一代，他们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顽强拼搏，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提高大学生国防意
识，让他们能够增强爱国信念、强化社会责任感和时代危机感。
«国防教育法»中特别强调“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全国国防教育的基
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引领学习红色文化、渲
染校园红色精神氛围和增强学校与当代军人的交流走访等方式。
一是要做好校园内部党员示范工作；党员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领
袖，在校园内部党员要做好示范工作，要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必
须做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不断强化对
党的认同感、归属感，在内心深处把党置于一种无比崇高的、神
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把自己的命运和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才能够感染和号召学校的大学生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和增强国防
意识。二是要提高大学生征兵入伍；大学生征兵入伍，不但提高
了人民军的文化素养，还丰富了大学生的人生经历，对于手无缚
鸡之力的知识分子优良根本上的改观。中国军人当穿上一身橄榄
绿，涂上一脸迷彩，扛上一把枪时，保家卫国将会与生命紧密相
连，当脱下戎装，回归人民潮流时，国家建设将会于人生密不可
分。军人来源于人民，也服务于任命，他们时时刻刻都为着国家
和人民而拼搏着。 

红色基因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国防意识
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和富强进步的未来希望。虽然革命的光辉岁
月早已远逝，但是不管时光如何流逝，红色基因永远流淌在中华
血脉之中，国防意识一直都生存于新青年的心中，他们正在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发光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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