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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色文化遗产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留下的革命遗产及其纪念设施。辽宁省

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但是在实际乡村历史教学中，将红色文化遗产与历史教学相结合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历史教师、

学校以及社会各方应充分利用红色文化遗产使学生热爱历史学习，深刻理解和感悟历史，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感，从而为开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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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在乡村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

追求的积淀，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的代表，应传承红色

基因。”[1] 党十九大中提出的十四项基本治国方略提到：应加强

文化事业的立法工作，传承、弘扬红色革命精神，传承、保护

红色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党和国家出台的一

系列新文件、新政策，为传承和发展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提供

了便利的条件。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

程中形成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

红色文化遗产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和建设中留下的革命遗产及其纪念设施。[2] 辽宁省保留

下来的红色文化遗产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辽宁地区的革

命活动与建设发展，对传承和发展红色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实际乡村历史教学中，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在乡村历史

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

二、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在历史教学中应用路径

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丰富多样，历史教师应按照历史课程

标准，整合教材内容，将书本上的知识与当地的红色文化遗产

相联系，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同时实现区域红色文化认同。

（一）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课堂导入、课堂讲授和课堂小结是一节完整的历史课所包

含的环节，笔者将通过这三个环节，分别举例介绍辽宁省红色

文化遗产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1. 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在历史课堂导入中的应用

课堂导入在历史教学中十分重要，可以采用视频导入、图

片导入、问题导入等多种形式。因此，如果能利用辽宁省红色

文化遗产导入相关联的历史课程，使得课本上的知识与学生的

实际生活相联系，无疑能够拉近学生学习的历史知识与红色文

化遗产之间的距离。

以部编版八年级上册第 14 课《中国共产党诞生》为例，

笔者进行了教学设计来展示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在历史课堂导

入中的应用。

教师：多媒体出示中共沟帮子铁路党支部纪念馆介绍视频

学生 ：观看中共沟帮子铁路党支部纪念馆介绍视频，带着

问题学习本课。

教师 ：通过观看纪念馆讲解视频我们了解到 :1924 年，辽

宁乃至东北第一个基层党组织中共 沟帮子铁路党支部诞生，在

党领导东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上起到了决定作用。中国

共产党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它诞生之后，中国革命

又出现了哪些崭新的面貌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下本课。

该设计使学生通过观看视频，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以辽宁乃至东北第一个基层党 组织中共沟帮子铁路党支部为

例，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拉进学生与党组织之间的距离，使

学生带着对党的尊敬进入本课的学习。

2. 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在历史课堂讲授中的应用

课堂导入之后就到了课堂讲授环节，这是一节历史课的主

体。由于历史课本编写受篇幅的限制，因此可以通过辽宁省红

色文化遗产来丰富相关的教学内容，从而实现课程目标。

（1）利用红色文化遗产丰富教学内容

以部编版八年级上册《中国历史》第一目为例，书上最后

一段在描述东北抗日时只写了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开始，但对

于东北抗日联军没有过多的介绍，因此可以结合辽宁省红色文

化遗产来丰富与东北抗日联军相关的内容。

教师：出示赵尚志及其纪念馆的图片，介绍 1931 年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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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后，他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东北抗日联

军是中国最早对日作战、经历时间最长且条件最为艰苦的一支 

抗日部队。在东北抗日战场上，有“南杨北赵”之说，即杨靖

宇和赵尚志。他们共同领导的 东北抗日联军让日军深感恐惧，

而赵尚志更是让日军闻风丧胆，当时有这样一句话来评价他 “小

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他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多次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信心。

之后可以让学生分享他们所知道的与赵尚志或其他东北抗日联

军战士相关的故事。

教师通过出示红色文化遗址的图片以及讲解抗战人物事

迹，使得学生更直观地学习历史，从而丰富历史教学内容，提

高学生学习效果。

（2）利用红色文化遗产实现课程目标

以部编版八年级下册《中国历史》第 2 课《抗美援朝》为

例，课程目标对于本课的要求是 ：“认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正义性”。在讲解抗美援朝的正义性时可以将鸭绿江断桥景

区与课本内容结合起来，从而实现课程目标。

教师 ：多媒体出示鸭绿江断桥景区图片，让学生分享他们

所知道关于鸭绿江断桥的故事。 

学生：分享鸭绿江断桥的故事。

教师 ：对学生的讲述进行补充讲解。俗话说，到丹东不可

不看断桥，它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象征。美军当时在炸桥时，为

避免惹翻中国，招来更大的“麻烦”，只轰炸了朝鲜一侧，这

生动形象地体现了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美国参与这场非正义的侵略 性的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而

中国的抗美援朝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是注定要取得胜利的！

该设计通过利用红色文化遗址加深学生对抗美援朝战争性质的

认识，从而实现课程目标。 

通过利用红色文化遗产加深学生对抗美援朝战争性质的认

识，从而实现课程目标。 

3. 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在历史课堂小结中的应用

课堂小结是一节课最后的环节。优秀的课堂小结可以达到

“课虽终，意犹存”的教学目的，从而上升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达到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目的。 

以部编版八年级上册第 18 课《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

变》为例，笔者结合红色遗产“平顶山惨案遗产纪念馆”和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进行课堂小结设计，引导学生铭记日本

的侵华历史和滔天罪行，了解十四年抗战的起点。

教师 : 出示揭露平顶山惨案真相的史料，提问面对日军惨

绝人寰的行为大家有什么感想？今天我们应如何看待中日关

系？ 

学生：小组讨论并发表自己言论。

教师 ：同学们，九一八事变是我们十四年抗战的起点。我

们无法改变历史，但是我们要铭记历史，以史为鉴，努力学习，

为建设强大的中华民族作出贡献。对待中日关系要保持理智，

坚决反对日本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侵华

和大屠杀的言辞和行为。同时也要坚决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战

争。

通过出示与本课相关的红色文化遗产史料，还原历史真相，

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 ；采用小组合作讨论的形式让学生发

表自己的感想和看法，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最后教师

进行总结，升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上升到德育，从而对学生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二 ) 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历史学习不能只局限于在课堂中，还应进行实践教学。实

践教学包含参观、座谈会、兴趣小组等多种组织形式，能够丰

富学生的历史实践学习。

1. 参观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

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到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进行参观活动，

可以使学生了解自己家乡英雄人物的革命事件，从而感悟历史。

参观前，学校和教师应做好准备活动。学校要提前对参加教师

进行培训，包括参观的流程以及对学生在参观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进行预测和准备，做好安全培训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 ；教

师则要做好对学生的教育工作并布置好相关的作业。

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丰富多样，拥有 10 个国家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比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辽沈战役纪念馆、抗美

援朝纪念馆等等，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定期参观，结束后，可以

召开相关的主题班会，让学生分享自己的体会，使学生感悟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集体主义精神，激发

学生热爱祖国的精神。

2. 召开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革命人物讲座

讲座也是实践教学形式中的一种。学校可以邀请参加过抗

美援朝的英雄战士、目睹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见证人、烈士子女

等等来学校进行讲座，讲述历史革命故事，丰富学生学习。

首先要确定讲座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主题，之后在学

校做好宣传工作，学生教师积极踊跃参加。讲座时主持人做好

主持工作，参加的师生应仔细聆听。讲座最后，师生可以向革

命人物提问，进行沟通交流。讲座结束后，师生写好感想总结，

进行分享。讲述人可以围绕以下问题进行讲述：

（1）什么时候参加的抗美援朝战争？经历过的哪些战役？

（2）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遇到的最艰苦的的情况是什么？

（3）对于抗美援朝战争，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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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抗美援朝战争是靠什么取得胜利的？

（5）对于当代青年学生的告诫和教诲有哪些？

3. 建立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兴趣小组

兴趣学习对于学生来说十分重要。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建立

家乡红色文化遗产兴趣小组，小组成员利用课余时间开展活动，

从而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以“我家乡的革命英雄”故事会为例，具体设计如下：

（1）活动主题：我家乡的革命英雄

（2）活动目标：

①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加强课本理论知识与红色文化遗

产的联系。

②采用故事会的方法。

③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为开展德育教育做贡献。

（3）活动资源：中学历史课本、家乡的红色文化遗产、史料、

视频、图片等。

（4) 活动过程：

①全班共分为 8 个兴趣小组，小组查阅资料，确定要介绍

的革命英雄人物的故事。

②每组派一名学生按顺序讲解革命英雄人物的生平和英勇

事迹。

（3）教师对各组的讲解进行点评，依据每组的准确性、生

动性和感染性进行排序，并进行总结。

这种兴趣小组使得学生在自由的环境中学习，是学生在课

外了解家乡红色文化遗产的好方式，从而丰富学生学习历史知

识。

三、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在乡村历史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一）拉近历史知识与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的距离

历史是学习过去的事，再加上历史书上大量的文字，很容

易使学生觉得枯燥无趣，而将本地的红色文化遗产与历史的学

习相结合，能够丰富历史知识，使历史不再遥远。在部编版八

年级上册《中国历史》第 14 课的课堂导入设计中，教师通过

出示中共沟帮子铁路党支部纪念馆的介绍视频，结合学生的生

活实际，拉近学生与党组织之间的距离，拉近历史知识与辽宁

省红色文化遗产的距离。

（二）加强学生对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相关历史的理解和

感悟

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有些历史知识会

进行简写，这就需要从历史文化遗产中选取适当的历史史实对

历史教科书进行补充，来加深学生对文化遗产相关历史的理解

和感悟，巩固学生学习的历史知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薛虹

教授说过这样一句话 ：“学生的感官具体充分地接触学习的现

象或材料，他们收获的知识会更加深刻，能更好地巩固知识。”[3]

在部编版八年级下册第 2 课《抗美援朝》一课中，教师通过出

示鸭绿江断桥的图片，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补充讲解，

突破重难点，从而加深学生对鸭绿江断桥相关的抗美援朝战争

性质的理解和感悟。

（三）利用辽宁省红色文化遗产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开展

德育教育

徐文秀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这样一篇评论 :“家国情

怀是自身深层次的心灵密码；是自身对国家所展现的深情大爱；

是自身对幸福以及国家富强的理想追求 ；是自身对国家的一种

高度责任感、使命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体现。”[4] 高中历史核

心素养中包含着家国情怀这一层面。利用红色文化遗产，在中

学历史教学中融入自己家乡的革命英雄人物，对学生进行爱国

主义的德育教育。教师在部编版八年级上册《中国历史》第 18

课《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这一课中进行课堂小结时，通

过结合辽宁省红色遗产“平顶山惨案遗产纪念馆”和“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教导学生要以史为鉴，努力学习，为建设强大

的中华民族作出贡献，从而对学生的家国情怀进行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中国独有的文化是红色文化，

它是中国革命先烈为建设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最终形成的

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精神文化”。[5] 因此红色文化遗产对学生学

习历史、传承优秀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辽宁省拥有丰富

的红色文化遗产，历史教师、学校以及社会各方应充分利用红

色文化遗产使学生热爱历史学习，深刻理解和感悟历史，激发

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从而为开展德育教育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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