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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2009 年度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红色教育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利用研究”

的成果，批准文号 2009LSZ006。

开展红色体验教学
提升思政课程魅力

———以百色起义红色资源为例

●徐魁峰

摘 要 红色体验是以红色教育资源为主的一种体验式教学活动，它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遵循认识规律，

强调认知的统一性和教学过程中师生的互动。红色体验能够丰富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手段，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有助

于建立友好的师生关系。运用红色体验教学方式，要有足够的课程资源，体验内容要有针对性，体验形式要丰富多样，还要处

理好与其他教学形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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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进入高校思政课，不仅可以拓展思政课的教学

内容，还能转变教学手段，强化教学实践环节，让思政课焕发

出无穷魅力。研究在高校思政课中开展红色体验教学，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实现思政课的教学目的，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广西百色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红七军的

故乡。1929 年 12 月，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陈豪人、雷经

天、韦拔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领导和发动了威

震南疆的百色起义，留下了丰富的红色资源。如何利用百色

起义红色资源，认真探讨高校思政课开展红色体验的路径，

对于提高思政课程的感染力和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红色体验与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同，它强调学习过程中的

亲历性，强调对学生主体性和自由意志的尊重，强调认知过

程的循序渐进和师生关系的互动性，这也体现了科尔伯格的

道德发展认知理论。第一，红色体验强调学生的主体性。主

体性相对于客体性而言，它把学生当作体验活动的主体，要

求每个学生以主体的积极态度参与教学体验活动，在活动中

保持主动实践、积极思考的探索状态。教师的任务不是包揽

一切，而是设计方案、提供情景、引导体验。如设计红色体验

的方案，确定体验方式，提出相关要求; 创设开放的红色教育

情境，提供教学信息资源，支持学生的探索实践; 引导进入红

色体验的角色，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感受那穿越时空的记

忆，领悟红色资源中蕴涵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坚强信念和

不屈精神。第二，红色体验遵循认识的渐进性。红色体验以

学生的亲身参与为起点，在特定的场景中感受、体验，产生对

红色资源的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认识红色资源承载的革命

精神和革命情怀，体现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规律性。学生正

是在这种“体验、认识、进一步体验、深化认识”的反复过程

中，实现由现象到本质、感性到理性的飞跃，使思政课的学习

成为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成为提高思想认识、丰富情

感的过程。第三，红色体验强调认知的统一性。红色体验的

目的是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建立一个体验通道，这需

要调动人们的感官和大脑思维，积极投入到“体验”中，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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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身体去感受，用心灵去触摸，让体验获得的“知识和情感”

更加牢固，并自觉成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从而达到体验主体

“知”与“行”的统一。第四，红色体验强调形式的多样性。

红色体验重在唤起学生的经验，通过各种方式创设体验情

境。体验情景既可以是实物的，如纪念馆、纪念碑、革命遗址

和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的办公室、卧室和使用过的

工作生活用品，也可以是红色歌谣、影视作品、多媒体课件和

虚拟场景。它既可以是立足课堂的，如开展讨论、案例分析

用的情景，也可以是突破课堂的，如红军路、红七军军部旧

址、清风楼、列宁岩、魁星楼等，只要是符合教学内容和达到

教学目的的形式都可以。红色体验鼓励大胆创新，在教学中

适当运用音乐、色彩、动感以及视觉效果，充分调动学生的各

种感官，因而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课堂氛围热烈活泼。

第五，红色体验强调过程的互动性。红色体验在强调凸显学

生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强调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在体验过

程中，要求师生之间不断加强信息交流、情感交流。教师对

学生人格的尊重，对学生个性的欣赏，对学生需要的关注，都

能让学生产生积极的情绪和良好的心境，在积极向上的精神

状态下愉快学习，并能勇敢地应对挫折，进取向上。

传统的思政课教学大多是采取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方式，

这种教学方式缺乏感染力，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这是多年

来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存在的老问题。运用红色体验教学，加

强情感体验和情景体验，教学空间会得到进一步拓展。特别

是组织学生到革命遗址、纪念场馆、广大农村和厂矿企业进

行体验学习，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会大大提高思政课的实效

性。百色起义红色资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遍布百色、蕴意

深远，这为实施红色体验教学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可能。

思政课的教学效果与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成

正比。红色体验根据学生的成长需要来选择、设计教学情

景，重视学生在活动中学习。通过在学习活动中的亲身体

验，产生情感共鸣，调动探寻历史事件的主动性，获得思想感

悟。在思政课教学中，开展红色体验，由学生在特定的历史

场景中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讨论问题。教师在这个过程中

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角，只是根据需要给予适当的引导和

启发，放心让学生去感受体验。整个体验过程能真正发挥学

生的主体性，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体现了依靠学生和

尊重学生的原则。学生在体验中自由地畅想，自觉地感悟，

将课堂知 识 和 生 活 实 践 结 合 起 来，促 进 对 知 识 的 掌 握 和

应用。

在红色体验教学中，教师不把学生单纯看成教学对象，

而是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师生之间以平等互动关系出现。

教师作为学生的“重要他人”，尽可能地开展师生互学、角色

互换活动，与学生平等交往、真诚对话、相互理解，共同分享

已有的经验，让学生自由地展示自我，表现自我，并鼓励他们

标新立异，大胆提出问题。当代大学生有着丰富多彩的情感

世界，对周围的事物有着特殊的敏感。教师精神饱满，富有

激情，由浅入深地“感染”学生，引发师生情感上的共鸣，有

助于建立友好的师生关系，进而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

红色体验重在利用红色教育资源创设教育情境，让学生

与“课堂”一起动起来，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的参

与性，让学生在体验过程中达到知行合一，从而达到培养思

想素质的教学目的。因此，红色体验教学在具体运用过程中

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有足够的课程资源。红色资源虽然贮量丰富、形式多

样，但分布广泛，遍布各地。不是所有的红色资源都可以成

为思政课开展红色体验教学的情景，而是需要进行一定的开

发加工。因此，地方政府要大力开发整合红色资源，为高校

利用红色资源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良好

的保证。高校思政课教师要从各地实际出发，自觉地开发利

用当地的“红色资源”，为红色体验教学提供课程资源。如

以百色起义红色资源为例，可以利用现代传媒技术，收集、制

作反映百色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斗争的影视资料、多媒体课

件，形成丰富的资源库，为开展红色体验教学提供课程资源。

这方面的工作刚刚进步，还有相当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去思

考、去做。

内容具针对性。开展红色体验教学，必须有一个鲜明的

主题，内容有针对性，要真正解决学生在思想认识和情感上

的实际问题。如我们组织学生开展“重走红军路”的体验活

动，是为了帮助学生体验百色起义中革命前辈战斗生活环境

的艰苦性，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学生背着背包，冒着酷

暑或严寒，在狭窄的山路上行走，高唱红色歌谣，互相搀扶，

互相鼓励，感受到红军团结协作精神和不畏艰难的革命精

神，心灵会受到极大冲击和震撼。进而，引导他们认识到，在

和平的环境里，没有理由不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应该

像革命先辈那样树立高尚的理想信念，学好本领，建设好国

家。只有体验内容针对性强，符合学生实际，才会取得良好

的效果。

形式丰富多样。丰富多样的体验方式，能够充分调动学

生参与的积极性。利用百色起义红色资源开展红色体验，可

以采取“唱红色歌曲”、“走红军小路”、“看革命遗迹”、“听

教师点评”、“想革命斗争生活”等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形

式。这些体验形式既要立足课堂，也要超越课堂。红色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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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应该把重点放在课堂上，这符合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实

际。如开展百色起义红色资源的体验教学，在课堂上可以采

取讨论式体验、辩论式体验和案例式体验等方式。讨论式体

验，主要是在学生对百色起义的基本知识有一定把握的基础

上，提出一些学生比较关注的问题。如“为什么邓小平、张云

逸能够成功改造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队”，“为什么邓

小平不选择在南宁起义而选择在百色举行起义”等。在教师

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开展讨论，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党指

挥枪”、“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百色起义的必然性等。在课

堂讨论的过程中，要注意营造一种平等沟通的氛围，调动学

生主动探究问题的积极性，让教师、学生在思想交流和理论

观点的碰撞中分享思考成果，获得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辩论式体验，是指选择百色起义过程的一些

史实，把学生分成观点相反的两个小组，运用辩论方法，阐明

自己的观点立场，寻求对方立论的矛盾或观点的不足，从而

得出对百色起义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正确认识。为验证自己

的观点，辩驳别人的观点，必然迫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搜集资

料，展开思考，获得较强的情感体验，加深对教学内容的认

识。案例式体验，主要是结合授课内容，选择百色起义中的

典型案例、影像资料等作为教学载体。可选择“邓小平出资

帮助壮族孤寡老人维修房子”的案例，引导学生感受邓小平

心系人民、关心人民疾苦的高尚情怀和鱼水情深的军民关

系。选择“张云逸对违反财务纪律的弟弟张逸秋的处理”的

案例，展示情与法的冲突和严明的军队纪律，引导学生在体

验中进行自我教育。一个好的案例可以引发学生学习的兴

趣，调动课堂的气氛，对于读懂百色起义，把握百色起义精

神，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红色体验要超越课堂，走向

社会，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红色体验的课外

体验，主要有感受式体验、践行式体验等方式。感受式体验

主要是利用各种形式的革命资源，组织学生现场参观瞻仰，

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从而影响学生的情感、价值观和行

为方式。在当地高校，主要是利用红色资源的物质载体，如

百色起义纪念馆、纪念碑、展览馆、烈士陵园等场馆和图片展

览等红色资源，对学生开展体验教育，帮助学生坚定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实践式体验，主要是组织学生参

加社会实践，了解百色起义，实践百色起义精神，促进学生的

思想认知向正确的行为转变，提升思想认识。一是组织参观

百色起义纪念馆、邓小平手迹碑林、雕塑园，瞻仰红七军军部

旧址、百色起义纪念碑，祭拜烈士陵园、敬献花篮等，让学生

身临其境，穿越时空和先辈对话，睹物思人，感受风卷云漏的

历史画面。二是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访问老红军、老赤

卫队员和他们的家属，搜集反映百色起义的红色传说、红色

歌谣、红色记忆等资料。三是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组织学生

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服务老区社会经济发展。四是开展艺

术创作活动，让学生在构思作品中，不断搜集、了解、研究百

色起义的内容，在参与创作和表演中获得对革命烈士高尚情

怀的深刻体验。创作体验法既能让学生自觉自愿地对革命

斗争历史知识产生兴趣，又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开拓创新能力。根据红色资源进入高校思政课的需要，可以

组织学生编排反映百色起义红色记忆的情景剧、歌剧、小品、

舞蹈，创作反映百色起义红色记忆的诗歌、小说、散文、美术

作品、书法作品，制作反映百色起义内容的动漫作品、PPT 课

件等，让思政课活跃起来，让抽象的内容借助学生的智慧变

得丰富多彩。五是进行角色体验，让学生根据红色故事、事

件的情节，扮演百色起义中的各种角色，体验相应角色的感

受。学生在真实或模拟情景中，学会选择，学会判断，把情感

升华为一种精神力量，勇敢地面对人生。角色体验，实际上

是社会行为的预演。

处理好与其他教学形式的关系。红色体验作为红色资

源进入高校思政课的一种重要的形式，有着特定内容和适用

范围。思政课教学有各种行之有效的形式，以“讲解、示范、

模仿、练习”为基本方法的“传授式教学”，仍然有存在的合

理性。我们不能一谈红色体验教学就一味否定和排斥课堂

教学的其他形式，这不符合教学手段丰富多彩的要求。应该

强调红色体验与其他教学形式优势互补，有机统一于现实教

学过程之中。红色体验教学还处在起步阶段，怎样才能处理

好红色体验与其他教学形式的相互关系，是高校思政课教师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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