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与西南
大学召开深化合作共建座谈会。馆校双
方将共同创建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
心，并致力把研究中心打造成为国内一
流、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具备创新性、
示范性、引领性的红岩革命精神研究开
发高地和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高端智库。

据悉，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与西南
大学的合作共建，从2012年签署第一份
协议至今已有10年历史，无论是在各自
领域还是在合作共建方面，都做出了出
色的成绩。

馆校合作，协同育人，是我市推动红
岩精神传承教育的一大创新。据悉，重
庆着力推动红岩精神融入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把历史转化为课程、把史料转化为
教材、把现场转化为课堂，让广大师生铭
记初心之源、笃行报国之志。重庆红岩
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重庆红岩革命
历史博物馆）一直把弘扬红岩精神作为
最核心的工作，充分发挥“一个博物馆就
是一所大学校”“让文物活起来”的作用，
推动红岩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近年来，红岩联线在高校累计开展
“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共27场，将
310位红岩英烈的文史资料和事迹精神
送到了烈士家乡。红岩联线通过实施国
家文物局“革命历史类博物馆进校园示
范项目”、开展“小萝卜头”进校园活动、
建设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等举措，
每年专题培训中小学生上万人次，让红
岩精神植根师生内心。

馆校协作聚合力
红岩精神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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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长期保持以传承和弘扬红岩
精神为主线的革命传统教育特色，完善
了红岩精神革命传统教育的教育体系，
构建了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的重庆模
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据了解，近年来重庆市举行了“红岩
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学术
研讨会等全国性学术会议 7 个，50 余项
教育案例获评市级以上优秀案例。重庆
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被教育部命
名为首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
基地”，教育专家对重庆育人模式给予高
度评价，试点区域和学校全国经验交流
10余次，让红岩精神红遍全国。

重庆实践
让红岩精神红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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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少年进行革命
传统教育，植入红色基
因，是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重要内容。红岩精
神是重庆的红色标识，教
育、影响和感染了一代又
一代人。

2014 年，教育部印
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
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
意见》，重庆市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主
线，继续深化红岩精神传
承教育。然而，实践中发
现，红岩精神传承教育缺
乏系统性的课程内容梳
理和设计，以及实效性的
实施策略体系。如何持
续深化研究，阐释好时代
内涵，成为我市教育工作
者的新挑战。

一直以来，我市不断
加强红岩精神、红岩革命历史相关图书
出版、文学艺术作品创作，提升红岩革命
历史的研究水平。自1983年第一本有
关红岩历史的书籍《回忆南方局》以后，
相继出版了《信仰的力量》《再筑红岩魂》
《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大学生红岩精
神现场教学的探索与实践》等书籍，深受
读者喜爱。

深入开展理论研究。举行了“红岩
精神与党性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
时代伟力”“红岩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
等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聚集全国专家学
者力量为新时代传承弘扬红岩精神提供
了理论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4年起，红岩
精神传承教育进入主题化探索阶段，重
庆市教科院采取提炼主题、资源整理、课
堂引领等方式，深度挖掘革命传统教育
的育人价值，构建红岩精神传承的学校
教育目标体系，理清了红岩精神价值内
涵的发展脉络。

在此基础上，我市结合红岩精神内
涵挖掘，提炼出理想信念教育、使命担当
教育、艰苦奋斗教育、道德情操教育、价
值准则教育五大主题教育，形成了《红岩
精神革命传统学校教育价值体系》，梳理
形成了《红岩精神革命传统学校教育资
源体系》。市教科院申报重庆市教委重
大课题《重庆市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教育培育目标系列建构与实施策略研
究》，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具体
的分解目标，明确了前行的航标。

这一红岩精神价值构建的过程，既
理清了红岩精神价值内涵的发展脉络，
还实现了红岩精神育人价值的转换，使
学校教育找到了立德树人新要求与红岩
精神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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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是育人的
主阵地，也是实现
红岩精神育人的重
要载体。从红岩精
神育人价值的挖
掘，到红岩精神育
人成效的提升，课
程建设是重头戏。
市教科院充分发挥
智囊团和思想库的
作用，推进课程化
实施实践，采取系
统性规划、区域性
试点、校本化整合
的方式，深度探索
革命传统教育校本
化实施的学校教育
策略体系。

赓续发掘红岩
精神，加强馆校协
作，建构了与学校
教育相适应的完整
的教育资源体系。

不断挖掘、沉
淀和建设，形成了完备的红岩精神革
命传统教育的资源体系，目前已经整
理出10万余份完整史料，共修复建
成23个革命遗址。开展红岩精神隐
性资源建设，出版著述800万字30
万册。加强红岩精神延伸资源建设，
形成特色项目 15个、特色品牌 23
个、特色作品28部、特色活动40万
人次。此外，线上教育资源例如中国
红村网的网上展厅、网上研学成为全
市区县学校网上的红岩纪念馆。

发挥馆校协同作用，健全了馆校
共生式的红岩铸魂育人课程体系。

开发了红岩特色文化课程、红岩
仪式活动课程、红岩主题教育课程、
红岩特色项目课程。通过红岩文化
室建设，红岩特色校史馆建设，实现
红岩精神的隐性植入，小萝卜头的形
象深入全市青少年心中，红岩英烈的
英雄事迹出现在各个学校校史馆。

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节日活动课
程，成为全市红岩精神教育传承的最
普遍形式。责任担当、拼搏奋斗等五
大主题课程，使红岩精神传承教育绽
放时代光彩。红岩班、周恩来班已经
辐射到各个区县学校。

有了课程资源的“源头活水”，搭
建了馆校合作的课程体系，市教科院
又在课程落地生根上出智慧、下功
夫。

形成了课程建设-课程融入-课
程实施—课程评价“四环联动”的课
程化推进策略，以及感知认知-真理
探究—价值思辨—行动自觉“四步渐
进”的课程化实施策略，这一策略改
变了革命传统教育形式化、浅表化的
教育现状，真正把红岩精神内化为青
少年学生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以沙坪坝区为例，作为红岩精神
的重要发祥地，沙坪坝区扎实开展

“冠红岩之名，铸红岩之魂”实践活
动，着力擦亮“红岩”品牌，让红岩精
神活在当下，薪火相传。尤其是针对

“感—思—悟—行”的“悟”环节，进行
价值思辨的实践探索，每两年开展一
届区域思辨性班会课，师生共参与近
5000人次。巴蜀中学、重庆十一中、
重庆广益中学等各中小学校在校史
陈列馆呈现红岩英烈的英雄事迹。
各个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职业教
育学校也以各种生动鲜活的形式，引
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
神。

如今，我市红岩精神传承教育目
标更清晰、课程内容建设更规范、教
育方式更加灵活，全市87%的大中
小学幼儿园自觉将红岩精神传承纳
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89%的学校图
书馆均配有红岩系列图书，70%的学
校在校史陈列馆中再现了红岩革命
英烈的英雄事迹，大多数学校基本实
现了对“红岩精神”传承的课程化融
入、规范化实施、常态化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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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仰红岩英烈，读《红岩》小
说，参观渣滓洞看守所旧址、白
公馆看守所旧址，听江姐、小萝
卜头的故事……如今已经成为
重庆青少年最厚重的童年记忆
之一。

红岩精神一方面诞生于重
庆，另一方面也赋予了这座“山
水之城、美丽之地”澎湃的精神
动力。

新时代背景下，我市各个中
小学校采用校本化的实践方式，
用孩子们喜欢的形式让红岩精
神教育“动”起来、“活”起来，成
为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文化根
基，实现全方位传承红岩精神教
育新格局。

在谢家湾小学，校园里很多
地方都能看到“红梅”符号，这是
学校教育理念的象征。正如学
校负责人所说的，红梅还象征红
岩精神，学生既要有“红”的底
色，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更要
有“梅”的坚韧，实现全面发展。

重庆二十九中学红岩村校区所在地是红岩
文化圣地，这里凝聚着鲜明的红岩文化特色，曾
涌现了一大批投身革命的志士。学校结合时代
要求，发掘红岩精神，凝练出了拥有自身特色的
红岩文化核心内涵——“爱国、奋进，走向世
界”。值得一起的是，学校早在1984年就创建
了红岩英烈班，至今已历时38年，营造出“人人
争做红岩好学生，班班争创红岩班集体”的局
面。

王朴中学在校园里刻有《王朴中学赋》，建
有王朴从求学到为革命牺牲的故事浮雕，于潜
移默化中育人。学校平时还承担了王朴烈士陵
园的日常接待和讲解工作，学生志愿者一次又
一次地向来宾讲述王朴母子的精神与英雄事
迹，在口耳相传中以“口述史”的方式讲好英雄
故事。

不管哪种方式，都让孩子们在亲身感受弥
足珍贵的历史、重温过去的峥嵘岁月、感受无私
的奉献精神、历经心灵的净化洗礼。一项调查
显示，到红岩基地参加研学实践体验的学生，有
93%认为他们接受的不仅仅是历史知识的教
育、革命事迹的了解，而是对如今祖国的繁荣昌
盛感到由衷的自信和自豪，以及坚定不移跟党
走的决心。

放眼市内，重庆还通过开展各种特色文化
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例如
2021年，重庆市举办庆祝建党100周年“小萝
卜头”红色讲解员大赛，共吸引4.7万余名学生
报名参与。活动选拔出的80名“小萝卜头”红
色讲解员，组建了重庆市“小萝卜头”红色小讲
师团，将这份信仰力量接续传递给更多青少年。

重庆教育，以一座城的红色资源，让红岩精
神走进青少年的内心深处，照亮孩子成才报国
路。

杨昌义 谭轹纱 范卿泽
图片由市教科院提供

在红色传承中构筑思政育人新高地
淬炼内涵 创新课程 全员齐动

近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重庆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规定》。《规定》明确，弘扬红岩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弘扬红岩精神”首次被写入地方性法规。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作为红岩精神的诞生地、发源地，让红岩精神在重庆生根、开花、结果，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也是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我市紧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深化红岩精神的教育价值研究，生成馆校协同的红岩精神教育
的课程体系，创新“感-思-悟-行”四步渐进的课程化实施策略，构建思政教育协同发展机制……初步建构起大中小幼思政育人新格局，实现了
用红色文化的力量铸魂育人。

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教官为孩子们讲红岩烈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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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革命故事展演特色思政课走进重庆大学

老师带学生们参观红岩博物馆

29中学的老师们在烈士陵园宣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