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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红色文化资源是乡土历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非常重要的教学资源之

一)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与其他各省相比#浙江自有其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在+纲要,课教学中#充分发掘浙

江的红色文化资源#在课堂(实践(网络等教学环节中善加运用#不仅可以丰富教材内容#激发学生兴趣#而且可以提

高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辨明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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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地方高校来说%因其生源半数以上

来自于本乡本土%利用乡土历史资源开展1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2"下文简称*纲要+#教学%无疑可以更好地

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较好地提高教学效果%完满

实现课程的教学目的&因而%作为乡土历史资源重

要组成部分的红色文化资源成为*纲要+课教师运用

的重点教学资源之一&很多高校思政教师尤其是

*纲要+课教师就地取材%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在教学

中做出了诸多可贵探索&

(

%6F

)相比较而言%浙江省的

相关教学探讨还非常薄弱%已有的研究仅以高职

院校为例%探讨了浙江红色资源在思政教育中的

应用现状和宏观对策(

"

)

%对于浙江省有哪些红色

文化资源可资利用以及怎样具体运用等%均未作

详细讨论&本文结合自身多年教学实践%对此作

一探讨&

一#浙江省红色文化资源概貌

何为红色文化0 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总的

说来%红色文化是指
%EM$

年以来%中国人民在反帝

反封反军阀'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历

史进程中%所创造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红色文化包括制度'物质和精神三个层面的内容&

其中%制度文化主要包括政策'方针'路线'理论等一

系列规范体系和制度文本$物质文化主要包括革命'

建设'改革以来的遗址'遗物'遗存'纪念碑'纪念馆'

纪念地'纪念堂等实物$精神文化主要包括所凝结的

信仰'道德'知识'精神'价值等&

按照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时段%浙江省的红色

文化资源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文化资源&

主要包括浙江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物质和精神

财富%主要有鸦片战争中的浙东军民反英斗争'太平

军进入浙江和浙江人民的反清斗争'太平军英勇抗

击中外反革命联合进攻的斗争'中法战争中的浙东

抗法斗争&随着通商口岸的开埠和资本主义企业的

诞生%浙江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应运而生&

%C

世纪末%浙江人民反对意大利侵占三门湾的斗

争&义和团运动期间%浙江的反教'反帝和反清斗

争&

#$

世纪初会党'光复会'同盟会在浙江的反清

起义%辛亥革命中的浙江光复和江浙联军攻克南京&

汤震'汪康年'章炳麟'陈虬'宋恕等的维新呼吁和探

索&一战期间%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工人阶级的壮



大和早期斗争&浙江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反军阀

斗争&新文化运动中浙江的启蒙导师"蔡元培'鲁

迅'钱玄同等#群体&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文化资源&

主要有五四运动中浙江的罢工'罢课'罢市和抵制日

货斗争%海宁和吴兴人民分别公决开除卖国贼陆宗

舆和章宗祥的乡籍和宗籍&1浙江新潮2和1曲江工

潮2对马克思主义在浙江传播的贡献%*一师风潮+

等&浙籍先进分子在中共创建中的贡献$中共一大

在嘉兴南湖胜利闭幕%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产生&萧

山衙前农民运动和中共浙江地方党组织的创建&杭

州西湖会议与浙江的国共合作%北伐东路军攻克浙

江&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浙江地方组织遭受破坏%以

及红十三军'方志敏等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

挺进师在浙江的斗争&在浙江人民的抗日斗争中%

中共开辟的浙东'浙西和浙南抗日根据地&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红色文化资源&

主要有浙江的解放'城市接管与剿匪斗争'永嘉的包

产到户'一五计划与新安江水电站建设&

%C"%

年毛

泽东与浙江农村调查%六十年代的备战与小三线建

设%枫桥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乡镇企业的勃

兴'步鑫生与城市国营工业企业的改革'沿海城市的

对外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崛起'个私经济的兴起

等&新世纪以来%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新浙商的崛

起'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浙江精神'红船精神'两山

理论'一带一路'四个全面与八八战略'特色小镇等&

总体说来%在近代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

和新时期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这一总的目标下%各省

都有内容类似的红色文化资源&如五四运动'五卅

运动中各省人民的革命行动'抗日战争中各省人民

的抗日行动&但每个省也有各自独特的红色文化资

源%如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西等省的苏区

革命文化资源%东北各省的抗日联军%陕西的中共抗

战文化资源"中共抗战中心#%广东的国共合作与大

革命资源"大革命的策源地#%湖南的著名中共领导

人群体资源"如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李立三#等

等&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其红色文化资源虽

不如上述一些省份那样突出%但也有自身的特色和

优势&例如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胜利闭幕并宣告中

共成立'南方各省所无的抗日根据地"浙东'浙西'浙

南抗日根据地#'枫桥经验'浙江的改革开放与民营

经济的勃兴'新浙商的崛起'两山理论'特色小镇等%

这些都是他省所无而浙江省独有的&

二#浙江红色文化资源与'纲要(课堂教学

浙江省主要红色文化资源中人物'事件等所涉

及所包含的物质'制度和精神%都是*纲要+课不可多

得的'可资利用的教学资源&笔者在课堂讲授中%多

次运用以上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教学&由于学生大多

来自于浙江本省%笔者所提及的内容很多就是他们

家乡的红色文化%是他们知晓但又不十分熟悉的内

容%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甚至课后还有同学向我

刨根问底%有的两三年后还就有关问题向我咨询%教

学效果可见一斑&那么%在课堂教学中%如何运用这

些红色文化资源呢0

总的原则是%所选的红色文化资源一定要和*纲

要+教材有相关性&即和教材内容密切相关%和教学

目的密切相关%则这种红色文化资源无疑可用&如

果和这两方面都没有关系%则不太适合运用&

例如%教材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提

到%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后%外国侵略者指挥的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

多次被英勇的太平军打败&其中%*

%E"#

年
C

月%在

浙江慈溪击伤3常胜军4统领'美国人华尔"不久因伤

重死去#&

%E"!

年
%

月%在绍兴打死3常捷军4统领

勒伯勒东+&

(

D

)

!#课本只提到了两支侵略军队'两个

外国侵略指挥者&教师可补充一些相关乡土历史知

识!美国人华尔"

%E!%G%E"#

#早年接受过基本的军

事训练%后长期在中美洲和海上从事各种冒险活动&

%CFC

年%华尔来到上海*淘金+%第二年到清军水师

炮船*孔夫子+号当大副%后受清苏松太道吴煦委派%

招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任队长%帮助清廷镇压太平

军&不久%洋枪队改为中外混合军&

%E"#

年春%华

尔加入中国籍%被清朝政府委任为副将%*洋枪队+改

称*常胜军+&

C

月%华尔带领*常胜军+联合英法的

侵略军一起进攻浙江%遭到太平军的顽强阻击%华尔

受重伤毙命&华尔死后%西方列强激烈争夺*常胜

军+的领导权%先由美国人白齐文任统领%后由英军

官奥加伦暂行接替%最后由英国人戈登统领&另一

外国侵略者勒伯勒东%法国人%

%E"%

年来到上海%受

英法联军派遣乘船泊于三江口&第二年
D

月%浙江

巡抚左宗棠在宁波募集中国士兵组建*常捷军+%在

法国舰队司令勒伯勒乐'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法

国人#等的支持下%委任勒伯勒东任统领%派遣法国

军官担任教练%用洋枪洋炮装备%伙同清兵对太平军

作战%军饷则由宁波善后局供给&*常捷军+成立时

大概有上千人%后来进一步扩充到
%F$$

人%高峰时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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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充至
!$$$

人%多次参与攻占浙东各地%如余姚'奉

化'上虞等&

%C"!

年初%勒伯勒东在绍兴受伤毙命$

不久%其继任者买忒勒也在绍兴被打死&后来%接任

者德克碑率军协同清军%先后攻占了绍兴'富阳'杭

州和湖州等地&在镇压太平军后%该军于
%E"M

年

%$

月
%F

日解散&教师在条数上述史实时应强调%

无论是*常胜军+还是*常捷军+%它们与清军一样%都

是太平军的劲敌&

1纲要2教材第四章第一节*新文化运动和五四

运动+中提到%*

%C%D

年
%

月%爱国民主主义者'教育

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鲁迅/等参加编辑部

并成为主要撰稿人 / 鲁迅的小说 1狂人日

记2+

(

D

)

%$$G%$%

%第九章第三节*建设的成就 探索的成

果+中提到%*茅盾'范文澜/等一批社会科学家和文

学艺术家%为繁荣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和文

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竺可桢'童第周'钱三强'

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为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

了重大贡献+

(

D

)

#DEG#DC

&这是教材中提及的近现代浙

江人在我国文化和科技上的杰出贡献&教师在此可

适当补充%近现代浙江是文化人和科学家的摇篮%犹

如德国出哲学家'法国出思想家一样%这已成为人们

的共识&单单浙江一地%就有国学大师王国维'罗振

玉'章太炎'马一浮$历史学家范文澜'吴晗$教育学

家蔡元培'陶行知'蒋梦麟$经济学家马寅初%法学家

沈家本%出版家兼学者张元济%著名红学家吴世昌$

艺术大师吴昌硕'丰子恺'黄宾虹$杰出漫画家张乐

平'叶浅予'潘天寿等%难以枚举&有人甚至认为%江

浙文人占据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

例如鲁迅'矛盾'徐志摩'夏衍'艾青'郁达夫'柔石'

俞平伯'周作人'叶圣陶'柳亚子'夏沔尊'戴望舒'周

建人等&另据
#$$E

年的一份统计%全国两院院土

中%江苏'上海'浙江籍院士位居全国三甲%占总数的

M%>%CX

$其中江苏
!%F

人%上海
##C

人%浙江
##$

人&浙江人才辈出的原因%既得益于越地的温和气

候和温山软水%也得益于江南的繁荣与富庶%还得益

于晋室南渡注入*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后的*崇文+

传统%更与近代以来浙江地处开放前沿这一地缘因

素密切相关&

就浙江省而言%据笔者统计%

#$%F

年版*纲要+

教材中至少有
#D

处提及浙江的人物'事件'地点等&

这
#D

处浙江地方历史%既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有机组

成部分%又是浙江地方历史的主干组成部分&其中%

至少有
#%

处属于浙江红色文化资源的范畴&除上

文所列举的一些例子外%还有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

胜利闭幕'萧山衙前农民运动'中共杭州西湖会议'

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诸暨人#在国民党血洗中

英勇牺牲等&

(

D

)

%%C

%

%#!

%

%#M

%

%!!作为浙江省高校*纲要+课

教师%在课堂讲授中不可忽视这些地方红色资源%而

应利用这些现有线索%努力挖掘%灵活使用&

以上是教材中直接提及的%教材中未提及的浙

江红色文化资源%能否拿来为课堂讲授服务呢0 答

案无疑是肯定的&能否利用的关键%还是看是否和

教材内容密切相关%是否和教学目的密切相关&

例如%教材第六章第三节讲述的是国民党与抗

日的正面战场%包括四次大会战及其结局'国民党军

队中的爱国将士'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机构的调整'抗

战中的西迁等&内容简约'宏观%理论性强&但对今

天的学生来说%未免有点隔膜&教师不妨以茅以升

与钱塘江大桥为例%对此作案例讲解&钱塘江大桥

是我国著名桥梁工程专家茅以升设计的%也是他主

持施工建造完成的&

%C!M

年
E

月开始兴建%

%C!D

年

C

月竣工并通车%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

层铁路'公路两用桥&淞沪会战爆发后%杭州危在旦

夕&

%%

月
%"

日%南京政府作出准备炸桥的决定%得

知消息后的茅以升心情沉重%但深明大义地说!*造

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5+并将桥梁致命之处一一

标出%原先设计时大桥南
#

号桥墩上特意预留的长

方形大洞%正好用来填埋炸药&

%#

月
#!

日下午
F

点%日军的先头部队逼近桥头%钱塘江大桥被迫点燃

炸药毁坏%五孔钢梁折断落入江中&当晚%茅以升写

下了
E

个大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抗战胜利之

后%大桥被修复%成为浙赣线上的关键性工程之一&

如今%日通行汽车超过一万辆%火车超过
%F$

辆%被

誉为*桥坚强+&风雨钱塘江大桥正是中华民族所经

历的抗日烽火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抗日的见证

和象征&上述史实的补充不仅直观再现了杭州地区

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而且可引导学生深刻思考!

战争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爱国主义在战争与和

平时期应如何选择或表现等等&

三#浙江红色文化资源与'纲要(

课实践#网络教学

!!

利用浙江红色文化资源进行课堂讲授只是提高

思政课教学效果的一环%实践教学'网络教学也是不

可或缺的环节&

实践教学主要是利用近现代以来的红色文化遗

存%如遗址'遗物'遗迹等%或者陈列馆'纪念馆'展览

馆'烈士陵园'名人或烈士故居等进行现场教学%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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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到历史现场感受红色文化%接受红色文化的熏

陶&全省各市都有自己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各高

校可就近组织学生参观学习%或让学生自行参观

学习&

例如%杭州市高校学生可到浙江革命烈士纪念

馆'浙江革命历史纪念馆'浙江抗日战争纪念馆'浙

江省博物馆'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萧山衙

前农民运动旧址群'杭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中共杭

州小组纪念馆'中国社区建设展示中心'1民族日报2

社旧址纪念馆'毛泽东视察小营巷纪念馆'浙东人民

解放军金萧支队纪念馆'余杭四无粮仓陈列馆'夏衍

故居'钱塘江大桥纪念馆'章太炎故居'新安江水电

站展览馆等场馆参观学习&

浙北地区高校学生可到南湖革命纪念馆'平湖

市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展示馆'海盐县秦山核电站

展览中心'茅盾故居"纪念馆#'长兴县新四军苏浙军

区纪念馆'孝丰革命烈士陵园等场馆参观学习&

浙东地区高校学生可到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

镇海口海防遗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周恩来祖居'

周恩来纪念馆'俞秀松故居'俞秀松烈士陵园'枫桥

经验陈列室'鲁迅故居'鲁迅纪念馆'马寅初故居'中

共浙东区委北撤会议旧址'嵊州市党史陈列馆及烈

士陵园'北仑革命烈士纪念馆'鄞县四明山革命烈士

陵园'余姚梁弄镇中共浙东区委及浙东抗日根据地

旧址群'慈溪中共浙东区委成立处旧址纪念馆'象山

贺威圣烈士纪念碑'奉化卓兰芳纪念馆'宁海亭旁起

义纪念馆'宁海县柔石纪念馆等参观学习&

温台地区高校学生可到温州革命历史纪念馆'

温州革命烈士纪念馆'乐清革命烈士纪念馆'永嘉县

岩头镇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军部旧址群'温州浙

南平阳革命根据地旧址群'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

成立旧址'文成珊溪革命历史纪念馆"原刘英纪念

馆#'苍南朱程将军故居'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纪

念馆'黄岩区浙东浙南部队会师纪念馆'黄岩区中

共台属特委机关旧址纪念馆'陈安宝纪念馆'陈安

宝烈士陵园'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一江山岛登

陆战纪念馆'长潭水库纪念馆'玉环县坎门英雄基

干民兵营展览馆'临海市恩泽医局纪念馆等地参

观学习&

金衢地区高校学生可到金华抗日战争纪念

碑'台湾义勇队纪念馆'施复亮故居'兰溪的中共

浙西特委纪念馆'武义的徐英故居和徐英烈士纪

念馆'永康的刘英烈士陵园'磐安县革命历史纪念

馆'义乌市党史陈列馆%以及开化县的中共闽浙赣

省委机关驻地旧址'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

等场馆参观学习&

网络教学则是要求学生通过网络接受浙江红色

文化教育&网络教学%一是利用已有的网络资源%如

告诉学生可以浏览*中红网+*红色文化网+*中国文

明网+*浙江党史网+等网站%不仅可了解全国红色文

化资源概况%更可以深入学习浙江的红色文化&二

是建立浙江省红色文化资源库&资源库包含旧民主

主义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人民共和国时期的

浙江红色文化资源%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每个红色文

化点都有问题提示'文字介绍'图片展示'视频等内

容&编辑好的资源库%将其挂在学院网站上*纲要+

课下%要求学生点击浏览&

无论是实践教学还是网络教学%都要求学生动

手'动笔'动脑%要求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尤其要将

这些学习活动和学生的平时考核结合起来%将这些

学习活动作为学生平时成绩形成评价的主要依据&

例如%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设计了*浙江红色文化+

体验环节%要求学生在参观红色文化遗迹'遗址'

遗物'遗存后%撰写参观心得或感想%同时鼓励一

些优秀的学生带着问题或主题在前期调研的基础

上撰写浙江红色文化的相关论文&对于学生作

业%笔者及时批改%及时反馈%及时引导%以巩固和

加深学生对浙江红色文化的体验和思考&这个教

学环节%学生参与性高%反映良好%收到了较好的

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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