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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别山精神是我们党领导大别山人民创造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宝贵红色精神财富。将大别山精神融入“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是“讲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的需要，授课教师准确把握大别山精神的科学

内涵，这样才能实现“纲要”课教学的重要内容，又落实了立德树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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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bie Mountain Spirit” is a precious red spiritual wealth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created by 
the people of Dabie Mountai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integrate 
“Dabie Mountain Spirit” into the course of “Outline of Modern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s the 
need of “telling good stories and inheriting red genes”. Teachers accurately grasp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Dabie Mountain Spirit”, which can realize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Outlin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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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and implement the mission of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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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力量源泉。”[1]在高校开展“红色血脉”教育显得非常重要，将“红色血脉”融入到高校思想教育中具

有重要意义，需要积极探索“红色血脉”资源在课程思政上的应用。鉴于此，借助“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课程平台，合理开发利用“红色血脉”资源融入到“纲要”课程中。揆诸学界利用红

色资源融入纲要课教学成果虽较为丰硕[2] [3]，然仍有进一步探索空间。本文拟以大别山精神融入“纲要”

课教学进行考察。 

2. 大别山精神融入“纲要”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大别山精神孕育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我党领导下大别山地区先烈们英勇斗争，始终怀有崇高

革命信仰，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铸就了特色鲜明的大别山精神，其主要内涵是“坚守信念、

紧跟党走，顾全大局、勇担前锋，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前仆后继、不胜不休”[4]，有学者进一步指出，

“坚守信念、对党忠诚”是大别山精神的灵魂；“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是大别山精神的核心；“依靠

群众、同甘共苦”是大别山精神的精髓；“胸怀大局、敢于担当”是大别山精神的关键[5]。因此，大别

山革命精神完全展现了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纲要”课教学中充分整合大别山精神资源不仅能够丰富

课程内容，开阔学生视野，还能够更有效地发挥“纲要”课资政育人价值，引领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授课教师需要在深刻理解大别山精神基础上，积极探寻其与“纲要”课程在内容上的契合点，才能够有

效地将大别山精神资源融入“纲要”课教学，才能保证大别山精神资源运用到“纲要”教学具有可能性。 
1) 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决定必须加强大学生“红色血脉”教育 
高校思政工作中心环节是需要紧紧围绕着立德树人施展工作，就纲要课教师而言，肩负着圣神的育

人职责。大别山精神作为“红色血脉”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大别山精神进行开发利用融入到“纲要”

课程教学中显得尤为必要。在“纲要”教学中合理挖掘大别山红色资源进行授课，能够让学生真切地接

触到实实在在的大别山红色资源，感受革命年代大别山地区先烈们的英勇事迹，有助于让学生接受到爱

国主义教育。通过在“纲要”课程中进行以大别山精神的讲授，深入解读大别山精神蕴含的内涵价值和

时代意义，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形成正确革命观，树立坚定的信仰观，不仅有助于点燃大学生心中的爱国

热情，也有助于增强大学生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认同感，从而有助于实现高校“纲要”课资

政育人的作用。 
2) “纲要”课在高校育人中的性质决定必须讲清楚“红色血脉” 
高校“纲要”课程不仅肩负着教授学生知史明史的责任，也承担着教育学生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发

展进程及其内在规律的使命。尤其在我党领导下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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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大山”，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在“纲要”课教学中融

入大别山精神，可以使学生们认真聆听党的发展史和感悟红色政权建立的艰辛历程，深刻领会到是中国

人民自觉的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选择我党的领导，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性选

择。通过在“纲要”课教学中高举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旗帜，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以“纲要”课

程为平台，在高校开展“读红色历史，悟红色精神”的优良学风建设，用以大别山精神为代表的“红色

血脉”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用红色文化浸润和感染学生身心，推进学

生对“红色血脉”的强烈认同感，推动高校青年学生的文化自信。 
在“纲要”课程中运用大别山红色资源对历史虚无主义开展批判，一方面是一次很好的课堂实践展

示，通过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旧址和文物等实物，或是文献史料等资源，展示出大别山地区在党领导下的

斗争岁月，让学生更清楚地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错误；另一方面有助于让学生学会和掌握批判性思维，

也是落实“纲要”课程的目标，实现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统一。总之，“纲要”课程中合理有效地开发利

用大别山红色资源可以传递价值，“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6]，让历史虚无主义

的错误思潮和歪曲论点不攻自破。 

3. 大别山精神融入“纲要”课的原则 

上文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大别山精神融入“纲要”课教学必要性和紧迫性，但要将大别山精神贯彻落

实到“纲要”课程中，还需要授课教师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好大别山精神在“纲要”课程中的定位，不能

有失偏颇。大别山精神是宝贵的红色精神财富，属于中华优秀文化有机组成部分。但是，目前相关研究

表明将大别山精神融入“纲要”课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即便有部分高校教师将大别山精神应用到课程

思政当中[7]，但仍是以历史学视角去授课，这便导致“纲要”课程定位上忽略了其政治属性，旨在强调

了大别山精神的历史属性，把“纲要”课讲成纯粹的历史课，失去了原本开发利用大别山精神的初衷。

因此，“纲要”课程教师在合理利用大别山精神时必须要有明确的定位，牢记“纲要”课程是一门政治

属性的思想政治课。 
通过巧妙结合大别山精神教育价值，努力拓宽教育方式方法，重视利用大别山精神熏陶和感染大学

生，有助于大学生树立牢固的社会主义信念，积极向上，成为新时代的有为青年。因此，在具体运用大

别山精神融入“纲要”课程中必须遵循一些原则，具体可以概括为下几个方面： 
首先，必须遵循选择性原则。虽然大别山精神丰富多彩，但其区域性特点属性不能概括出全国红色

精神的特征，因此，在“纲要”课教学过程中要有选择性的将大别山精神合理地结合教学需要进行授课。

可以选择能让学生接触得到的大别山红色资源，例如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鄂豫皖首府博物馆、鄂

豫皖革命纪念馆、大别山革命遗迹等。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好课堂时间，讲好大别山红色故事，让学

生深切感受大别山红色革命文化魅力，在大别山真切的红色事迹感染中，让学生树立起坚定的政治信仰

和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其次，应该遵循合理性原则。授课教师在利用大别山精神时要有合理的授课计划，一定要在充分备

课，必须准确把握和理解大别山精神的科学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是“二十万大别山儿女献出了

宝贵生命”，流血牺牲换来的[8]。在 28 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大别山区军民形成了“坚守信念、紧

跟党走，顾全大局、勇担前锋，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前仆后继、不胜不休”的大别山精神[4]。因此，

这就要求每位“纲要”课教师对大别山精神的科学内涵要有深刻理解，将其内化心，施展于行，在课上

潜移默化地实现“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9]，不仅是引导学生以史为鉴，

辨明是非，还有利于推进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进入更高阶段的发展。 
最后，必须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大别山精神具有丰富性、多样性的特点，因此，对授课教师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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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要求，在纲要课程教学中，教师必须要根据史实授课，避免出现“小道消息”，必须对大别山精神

进行认真梳理，谨慎筛选符合纲要课程内容，对使用材料需要多方考证，保证所运用的大别山精神符合

史实。同时，“纲要”授课教师必须准确把握大别山精神的科学内涵，不仅是引导学生以史为鉴，辨明

是非，还有利于推进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进入更高阶段的发展。 

4. 大别山精神融入“纲要”课的路径 

把大别山精神积极融入到“纲要”课程中，需要在深入了解和熟识“纲要”课程教材基础上才能行

得通。这必须要求授课教师做到只有在内容选择上、方法、目的上恰当，才能实现大别山精神为代表的

“红色血脉”教育的主要渠道和重要载体。 
1) 讲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在我党领导下，大别山地区军民自始至终坚持革命斗争，正是在革命斗争中构建与锤炼出大别山精

神，成为我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讲授“纲要”课程的教师要将大别山精神融入到课程中，

必须熟识大别山革命斗争历程，梳理出大别山地区的红色革命事迹，寻找到大别山精神与“纲要”课程

的契合点和衔接处，能够开发利用大别山精神内容科学地编入“纲要”课程中。授课教师在此基础上强

化和内化大别山精神的内涵与价值，充分利用好课堂时间，讲好大别山红色故事，让学生深切感受大别

山红色革命文化魅力，在大别山真切的红色事迹感染中，让学生树立起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先进的社会主

义文化自信。 
2) “纲要”课融入大别山精神的具体事例 
“纲要”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因此，开发利用大别山精神资源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挖掘：一是围

绕着具体重大历史事件展开教学，如在我党的领导下，大别山地区的革命者们先后爆发了黄麻起义、商

南起义、六霍起义等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我党的领导下，不论形式多么危机

与艰苦，大别山地区军民始终高举红旗不倒，顽强斗争。又如在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

山等；二是围绕着大别山地区具体人物事例，如红安人董必武、陈潭秋；金寨众多红军将军，如方升普、

洪学智、张贤约等将军；三是大别山地区现存红色遗址遗迹和展馆，如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鄂豫

皖首府博物馆、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大别山革命遗迹等。“纲要”课教师通过多维度挖大别山精神的红

色事迹，通过具体运用真实事例增强学生的感性和理性认识，提高教学吸引力，更是以崇高的精神品质

升华故事主题，涤荡与滋养心灵，汲取不断前进的智慧与强大精神力量。 
3) 大别山精神融入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纲要”课的重要环节。就开发利用大别山精神融入“纲要”课程而言，大别山地区红

色事迹众多，且区域红色文化特征显著。因此，可以通过实践教学形式让学生深入大别山地区，将课堂

从教室转向室外，将课堂讲授转向实践调研，教师可以将“纲要”课中以“物”为实践教学依托——“走

向历史现场”，这不仅能够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红色文化，体悟大别山精神；或者是组织学生撰写调研报

告、拍摄视频、进行文艺创作等形式感悟大别山精神。通过各种新颖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树立起人生目

标和理想信念，有助于激发学生树立和培养爱国主义情怀。 
4) 营造校园大别山精神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言明“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10]。因此，将以大别山精神纳入到高校

校园文化建设，不仅可以有效提升高校校园红色文化内涵，还可以更好地发挥大别山精神的思想政治教

育功能。在“纲要”课实践教学结束后，可以发动高校学生积极开展大别山精神图片展、影视公映、红

色文化进校园、红色话剧等系列活动，让更多学生在高校校园身临其境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学生的身心，在创建高校校园红色文化的实践中汲取力量，从而有助于学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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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综上所述，这些都是宝贵的大别山红色资源，能够与“纲要”课程紧密相连，很多事例可以运用到

课堂之中。通过具体运用真实事例增强学生的感性和理性认识，提高教学吸引力，更是以崇高的精神品

质升华故事主题，涤荡与滋养心灵，汲取不断前进的智慧与强大精神力量。 
综上所述，大别山精神体现的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最佳诠释，是践行初心、牢记使命的最佳注

解，也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最佳承诺。因此，在高校开展“读红色历史，悟红色精神”活动，借助

“纲要”课程为平台，促进优良学风建设。用大别山精神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和革命传

统教育，用红色文化浸润和感染学生身心，推进学生对“红色血脉”的强烈认同感，有助于推动和厚实

高校青年学生的文化自信。同时，大别山精神既是“纲要”课教学的重要内容，关系立德树人的成效，

又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辉煌丰厚的党史资料。因此，落实好大别山精神相关内容教授，是“纲要”课

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实现知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挑战与机遇，每一个承

担“纲要”课的教师都应该高度重视，做好对大别山精神吸收与内化，从而更好地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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