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如何利用红色德育基地
加强学生的德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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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朝阳乡，在五大连池市的东北
部，距离五大连池市区六十公里，地处丘陵地带，是革命老
区，是中国人民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那
里洒下了无数抗联战士的热血，那里留下了革命前辈的足
迹，那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抗联精神。

历史的硝烟已经远离我们，新时代的步伐日新月异，
但我们不能忘记为了中国革命胜利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
先辈，不能忘记他们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前赴后继的抗联
精神。

苏联著名教育家加里宁说过“爱国主义教育是从深入
认识自己的家乡开始的。”为了传承抗联精神，让红色记忆
永存，作为教育工作者，引导和激励学生走到实践中去，走
进自己家乡的历史，解读和体会民族精神的精髓，大力发
扬和培养民族精神。我们不仅担负着教授革命老区孩子文
化知识的任务，还肩负着以革命老区这块主阵地为红色德
育教育基地，让革命老区的孩子牢记革命历史，继承抗联
遗志，发扬抗联精神的重任。

一、了解抗联精神的主要内容，加强学生爱国、爱党的
思想情怀

抗联精神的主要内涵：忠贞报国、勇赴国难的爱国主
义精神；勇敢顽强、前仆后继的英勇战斗精神；坚贞不屈、
勇于献身的不畏牺牲精神；不畏艰苦、百折不挠的艰苦奋
斗精神；休戚与共、团结御侮的国际主义精神；实现中国梦
的伟大民族精神。

二、分层次把抗联精神渗透在德育教育中，加强对学
生爱国爱家乡教育

抗联精神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
主义教育。我们应该遵循寓教于乐的原则，把抗联精神教
育与重大节日和纪念日结合起来，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
动，让抗联精神融入每个班级、融入每个学生心中。根据不

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进行抗联精神教育的合理分层，细
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1、在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开展抗联精神电影和电
视剧放映活动。给学生放映了电影《赵一曼》、《杨靖宇》、
《传奇将军赵尚志》，播放了《东北抗联》电视剧。在每次电
影放映后，学生都在班主任老师指导下谈感受、写一句话、
写几句话、写一段话，告诉他们像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
这样的一批抗联英雄在生我养我的家乡———朝阳山为了
新中国的解放浴血奋战过，我们要热爱我们的故乡、热爱
我们伟大的祖国。

2、在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开展“家乡的抗联故事我
知道”活动。让同学们知道朝阳山革命根据地的由来，深入
了解“巍巍朝阳山”的历史，知道抗联三路军在朝阳山是如
何编成的，知道抗联三军龙门伏击战、开辟龙北抗日游击
根据地、田家船口伏击战、谷家窑屯突围战、朝阳山后方基
地的建设、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斗争、朝阳山浴血保卫战等
抗联故事，并在班级主题班会进行抗联精神故事会比赛。

3、在七年级开展“抗联英雄在我心中”、“我心目中的
抗联英雄”等故事比赛，让每一个学生心目中，确立一个崇
拜家乡抗联英雄形象。三路军政治委员冯仲云、在保卫总
指挥部和北满省委领导的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的三路军
政治部主任张兰生、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龙北指挥部指
挥冯治纲、三路军三支队队长王明贵、三路军三支队参谋
长王钧、在朝阳保卫战中为掩护电台和机要干部突围中壮
烈牺牲的赵敬夫、三支队政治委员高禹民、西北远征队队
长张光迪、三支队政治委员陈雷、在朝阳保卫战中壮烈牺
牲的朝鲜族三路军总指挥部机要主任崔玉洙、三路军被服
厂厂长李敏等，帮助学生找到自己学习的榜样，树立自己
正确的人生观。

4、在八年级开展“抗联革命歌曲”歌（下转第 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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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9页）咏比赛。让每一个学生通过传唱抗联歌曲，
重回抗联时期的艰苦环境，重新体验抗联革命队伍的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让同学们树立远大的理想，确立革命必胜乐
观主义精神，让学生品味到“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道理。

5、在九年级开展“感谢党恩，报答国情”抗联精神征文
和抗联主题演讲活动。通过学习乡土历史、参观抗联展馆、
听抗联报告等多种形式，感谢党的恩情，把自己的茁壮成
长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6、结合清明节祭扫活动，在每年的清明节，朝阳学校
全体学生都开展瞻仰凭吊抗联烈士活动。

三、创建红色教育环境，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
在 1986年，前省长陈雷（时任抗联第三支队政治委

员）、黑龙江省军区原副司令员王明贵（时任抗联第三支队
队长）、黑龙江省体委原主任王钧（时任抗联第三支队参谋
长）、黑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敏（时任抗联第三支队被服
厂厂长）等老抗联战士来到朝阳山，寻找并指认了当年战
斗生活的地点。在 1988年，朝阳乡政府修建了抗联第三路
军总指挥部纪念碑和三名烈士的纪念碑。

在过去的教育教学中，德育教育一般都以说教为主。
现在，有了抗联第三路军红色德育教育基地，朝阳学校的
德育教育更加鲜活，围绕营造红色教育环境，营造更加直
观的画面，使学生在系列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感染、熏
陶和教育。
（一）创建红色教育环境，让学生深刻理解抗联精神的

内涵
让红色教育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感觉到，让师生

的一言一行都渗透红色抗联精神。
（1）教学楼走廊建立抗联精神红色长廊，把抗联故事

和抗联英雄的宣传图片根据不同年级设计到走廊上，让师
生耳濡目染在红色教育环境中。

（2）建好校内外德育基地。朝阳乡政府的街道都以抗
联英雄的名字命名，如兆麟街、敬夫路、玉洙路、金策路、天
放路等，抗联英雄纪念馆和抗联英雄历史博物馆相继落
成，祭扫和瞻仰抗联英烈的人们络绎不绝。每逢重大节日
都由学校组织参观抗联英雄历史博物馆和抗联英雄纪念
馆，通过参观和纪念活动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
（3）建设独特的红色班级文化。班级墙上挂上抗联英

雄的画像和他们的抗联英雄故事，让每个学生身临其境于
抗联英雄之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4）收集三路军抗联故事、抗联图片、抗联民谣、抗联

歌曲等经过整理分组制作成手抄报，并进行抗联精神手抄
报展。
（二）利用校本教材，对学生进行传承红色抗联精神品

德教育
校本教材《巍巍朝阳山》，通过把德都县地区、龙北、乃

至北满一部分抗日斗争场景展现给读者，使生活在这块热
土上的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生，从这段伟大的历史
中，获取勇往直前的精神食粮，使学生养成积极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读校本教材，传承抗联精神。有多少革命先辈，为了国
家的独立，千里转战，赴汤蹈火，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
惜，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值得我
们永远赞颂；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他们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优良作风
值得我们永远传承。

朝阳山有这么宝贵的德育教育资源，作为每位教师，
我们都有责任和使命把抗联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红
色记忆永存心中。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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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议题———“微商”到底该不该管。随着微信的普及，“微
商”已无处不在。但是在它给我们的生活提供诸多便利的
同时，也存在着钻法律空子的问题。因此，笔者将这一生活
中的社会热点话题用到课堂中来，通过多维度的问题分
析，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

针对这一议题，给出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
观点一：微商所售商品价廉物美，服务极好，会促进市

场的良性竞争，必须支持。
观点二：微商所售商品多为三无产品，隐藏的风险太

大，应该坚决抵制。
在这一案例中，考查了很多方面的知识。如经济生活，

涉及到影响消费的因素、市场准入、竞争规则、违反税法的
行为；政治生活，涉及到政府职能的履行；文化生活，涉及
到公民的文化素养；法律生活，涉及到人身权、知识产权、
履行合同的原则等。通过多方面、多角度的问题分析，让学
生真正懂得法治的重要性，落实法治意识。
（四）用基于微型调研的活动式教学引导学生的公共

参与
活动式教学重在参与活动，活动可以是课堂上的探究

活动，也可以是课堂外的实践活动。活动式教学能引导学
生将所学知识与生活实践相结合，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在实
践中，并通过实践内化所学知识。

在本课教学中，笔者让学生课前做了一个微型调

研———“海宁地区个人收入分配情况的研究”。要求学生：第
一，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哪些收入属于初次分配，哪些属于
再分配；第二，统计家庭收入中来自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情
况；第三，调研不同类型企业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
情况；第四，走访政府有关部门，了解政府通过再分配保障
改善民生的情况。最后，撰写报告，给政府提出“增强人民获
得感，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的对策建议。通过这样
的活动式教学，丰富学生公共参与认知，激发学生公共参与
热情，提高学生践行公共精神的意愿和能力。

当然，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四个
素养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内容上
相互交融、在逻辑上相互依存。因此，这四种教学策略也不
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融会贯通的。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
课程的需要，灵活采用一种或者几种教学策略。

总之，笔者认为通过教学策略和学习模式的“变”，可
以促进师生良性互动的“通”，最终实现“落实核心素养”的
“达”。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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