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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色印痕主题课程是学校文心研道“梁溪文脉特色课程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之一。作为其中一项

“人文化心”主题开发的子行动，红色印痕主题课程以特色性、补充性为基本原则，用文心研道的学习方式，基于梁溪

文化中的红色精神，通过开展预学、访学、实践等活动引导学生理解、感悟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赓续红色基因。学

生在课程活动中以梁溪人文养心，研学悟道，刻下红色印痕，根植文化因子，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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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宁路实验小学坐落于无锡中心城区——梁

溪区。梁溪区集无锡政治、经济、经贸、商旅和文化

于一体，名胜古迹遍布，历史街巷纵横，先贤名人辈

出，文化底蕴深厚。梁溪区的历史文化是梁溪文脉

中最具生命力的元素。

学校始终坚持文化引领，基于文心研道的学习

方式，通过丰富多彩的主题课程活动，引导学生深

化对民族精神的理解，建立文化自信，确立传承、担

当和使命意识，成为一代有民族魂、中国心、立志中

华振兴的未来建设者。

一、课程实施背景

梁溪文脉特色课程文化建设以“文心研道”为

学习成长方式，通过地方优质人文资源开发，将国

家课程与学校特色课程深度融合，旨在让学生主动

探索，在生活中学习，刻下红色印痕，增强民族文化

价值认同，培养家国情怀，建立文化自信，提升人格

境界，使梁溪文脉植根于学生心灵深处。

百年岁月峥嵘，初心历久弥坚。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一个

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一幅幅厚重的历史画卷，展现

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这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更是一部震惊世界的发展

史。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学校的知名校友秦邦宪、

秦起、陆定一都在实践中坚定信念，担当使命，振

兴中华。学生通过说、学、演、讲、悟，走进百年党

史，筑牢思想阵地，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这样

的活动，让党的理想、精神一代代传承，浸润青少年

成长。

二、课程实施目标

新时代的少先队员要高举队旗跟党走，根植红

色基因，传承家乡文化。开展“红色印痕”主题课程

活动，能更好地挖掘梁溪文脉资源，让学生了解梁

溪文脉，走近梁溪文化，传承梁溪精神。本次课程

活动希望达成以下目标。

1.通过了解、寻访有关梁溪名人的事例，实现

书本知识向社会实践过渡，丰富学生活动的形式和

内容。

2.通过资料的搜集整理，加深学生对梁溪历史

文化的了解，树立学生探寻文脉的意识，使得梁溪

文脉的火种得以延续、传承。

3.开展一系列的主题课程活动，让学生在实践

中理解红色人物，坚定红色信念，从小留下红色文

化的烙印。

三、课程学习方式

红色印痕主题课程以“文心研道”为学习方式，

让学生以梁溪人文养心，以研学悟道，在学习、探究

中领悟文脉内涵，最终以文化心、以研践道。

所谓“文心研道”：文心，文，即以文化育；心，指

情感、心理。文心，则表示本课程将以“崇文尚德，

安民兴邦”这一梁溪精神为主线，以梁溪文化为本

源，用优秀传统地方文化润泽学生，培育文化认同

情感，发展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研道，研，即研

在梁溪文脉中刻下红色印痕

——以“秦邦宪的精神之旅”主题课程为例

江苏无锡市崇宁路实验小学（214000） 周 晓 于卉洁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0年无锡市中小学课程基地与学校文化建设项目《文心研道：梁溪文脉特色课程文化建设》（锡教基函
〔2020〕13号）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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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思考、选择；道，即道路，人生方向。研道，意为

学生在梁溪优秀文化特色课程的学习、理解和实践

中，体悟优秀民族文化精髓，获取精神力量，明理励

志，确立人生价值取向，树立远大志向，坚定为中华

振兴而奋斗的人生目标。

本次主题课程采用“文心研道”的学习方式，基

于梁溪历史中的红色精神，扎根实践，提升学生植

根于本乡本土的文化自信。

四、课程主要内容

红色印痕主题课程，主要以寻访和探究梁溪辖

区民族先贤或革命先驱者的事迹和故事为内容，让

学生在实践中坚定信念，担当使命，振兴中华。梁

溪人物代表梁溪自古到今的人文精神，也代表先人

奋斗的足迹。他们的精神与信念是我们继续前进

的借鉴和动力，促使我们奋然前行。课程安排“薛

福成其人其事”“陆定一的红色足迹”“秦邦宪的精

神之旅”“秦起的工运之路”“走进王选，对话科学创

新精神”等内容。

下面以“秦邦宪的精神之旅”为例展开具体说

明。本次课程内容紧扣“文心研道”的学习方式，以

其中蕴含的精神文化育心，让学生在预学、访学、

实践（具体看下表）中研究道理，获得得感悟并提

升素养。
“秦邦宪的精神之旅”的预学、访学、实践内容表

分类

红色

印痕

主题

课程

内容

秦 邦 宪

的 精 神

之旅

预学

查阅“国之将亡，

焉顾我身，宁愿

生为中华人，死

为中华魂”的含

义

访学

参 观 秦

邦 宪 故

居

实践

召开“党的先烈——

秦邦宪”新闻发布

会：围绕秦邦宪的革

命事迹，赞颂其坚定

的革命意志，一生为

党和人民做贡献的

精神

1.文心•预学

（1）搜集资料小能手

引导学生通过图书馆寻史书，通过网络查资料

等方式了解秦邦宪的生平。学生在《秦邦宪传》中

了解到秦邦宪思想的转变。在重庆工作时，秦邦宪

目睹了《新华日报》在国民党政权下举步维艰的情

景。于是，回到革命根据地延安，秦邦宪就创办了

《解放日报》，“以便于毫无保留地将我党主张传播

到全国全世界去，揭露独裁者的阴谋勾当，帮助全

国人民，使他们的眼睛更加明亮起来，使他们的力

量更加团结和壮大起来”。学生了解了秦邦宪创办

《解放日报》的初心以及他从一位受课堂教育不多

的热血青年到一个临危受命的年轻而充满斗志的

共产党员，再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家的寻

求真理的人生历程。

（2）小小红色讲解员

学生小组合作，收集秦邦宪的故事，理解“国之

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的

含义。学生发现，秦邦宪当初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的文章正如他创办《解放日报》的初衷那样，内容多

是宣传党的政策、党的工作，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重要的信息，同时抨击一切破坏团结抗战的投降政

策等。这份报纸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充分发

挥了舆论的威力，成为我党对抗敌人的重要武器。

学生把精彩的故事跟伙伴们一起分享，在故事讲解

中学习秦邦宪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3）走进红色放映厅

1921-19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我

们播放了反映这段时间革命斗争的几部红色电影，

如《建党伟业》《四渡赤水》《重庆谈判》等。这样，让

学生理解年轻的革命领袖带领年轻的红军，在绝境

中探索真理，开辟了中国革命成功的非凡历程，深

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面对艰难险阻不

屈不挠、敢于斗争、勇于牺牲的崇高品质以及党中

央在斗争中绝不妥协的决心。在观影中，学生了解

时代背景，根植红色基因，爱国热情得到激发。

（4）制作事件时间轴

学生通过制作人物的关键历史事件时间轴，厘

清红色革命先辈的精神脉络。《解放日报》创刊的时

间轴呈现了秦邦宪先生创办该报的过程。从 1941
年 3月做出决定改名到 1941年 5月 16日正式出刊，

虽然历时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但是秦邦宪却做了

很多工作，克服了很多困难。他既要克服艰苦的工

作条件，抓好报社的大事，又要管理具体的细节问

题。尽管困难重重，但是最终他都做得有条不紊，

发刊后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学生在活动中感悟

到先辈“不怕困难，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

在“文心•预学”阶段，学生通过搜集资料、宣讲

故事、观看电影、制作图示，走进梁溪名人生平，初

步了解了梁溪名人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同时，

学生查阅文献、搜集信息和与人沟通的能力都得到

了进一步提升。

2.研道•访学

秦邦宪的故居位于梁溪区的崇宁路上，学生怀

着崇敬的心情游览故居，重拾红色记忆，走进战争

不断的年代。

故居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原为无锡地方名

流、秦邦宪的族叔——秦琢如的家宅“既翕堂”，建

筑面积约 1938平方米。东、西两条轴线上共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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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建筑，每进面阔三间，建筑群布局完整，为典型江

南水乡民宅。1916年至 1921年，秦邦宪随父母租

赁故居西轴线第四进居住，在此度过其少年时代。

进门便是秦邦宪的铜像，他手拿长枪、表情凝

重、目光坚定、直视前方，似乎站在高处瞭望眼前局

势。铜像背后是周恩来同志为悼念博古题写的悼

词。“‘博古！你是为修改宪章而粉身碎骨的。我记

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坚持完

成一部民主宪法，建立民主中国而奋斗到底！’博古

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博古的崇高品德和光辉形

象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故居内设有“秦邦宪生平事迹陈列”展览，通过

“勤奋读书 立志报国”“探求真理 投身革命”“临

危受命 历尽艰难”“统战工作 呕心沥血”“新闻

事业 辉煌新篇”“鞠躬尽瘁 名垂千古”六个部分

介绍了秦邦宪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在“研道•访学”阶段，学生实地考察，再次回顾

秦邦宪的生平。一组组的图片和文字，仿佛一幅长

卷，让学生感知这位无锡籍的革命家为了理想和信

念，忘我投身革命的精神。

3.悟道•实践

（1）办好红色精神手抄报

以“秦邦宪的精神之旅”为主题，学生设计并制

作内容积极向上、图文布局合理的手抄报，彰显秦

邦宪的爱国情怀。手抄报制作完成后，张贴在班级

的流动展示墙面上，以供班级、年级内的学生自由

阅读和学习。

（2）成立红色精神宣讲团

首先，我们以班级为单位，围绕秦邦宪的革命

事迹开展“小先生红色讲堂”，赞颂其坚定的革命意

志，一生为党和人民做贡献的精神。其次，从各班

级挑选学生代表做小宣讲员，成立学校“红色精神

宣讲团”，由教师任团长，并对宣讲员进行培训。在

活动期间由宣讲员对秦邦宪辉煌、短暂与悲壮的一

生进行宣传和讲解。

（3）召开红色新闻发布会

“党的先烈——秦邦宪”新闻发布会以学生为

主体，进行策划、分工和实施，聚焦秦邦宪的关键历

史事件，围绕他的革命事迹，赞颂其坚定的革命意

志，一生为党和人民做出伟大的贡献的精神。在此

过程中，教师给予指导、点拨。

（4）开展红色主题队活动

学生在访学后开展“我为英烈代言”的主题队

活动。活动中，学生用不同的形式展示着别样的收

获。他们或用画画、舞蹈表达自己对革命先辈的赞

美，或用优美的文字传递对先贤们的敬佩与赞美。

他们道出自己的收获与思考，坚定了以后的奋斗

目标：

“在我们无锡，像秦邦宪这样的革命先辈还有

很多，我们一定会像秦邦宪先生一样拥有一颗赤诚

的爱国之心。”

“我们从小就要立下远大的志向，这些先辈就

是我们的榜样，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更是一面旗

帜，让我们有奋进的目标。”

“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努力学习，学会更多的

知识和本领，长大以后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把祖国

建设得更加美好。”

“我们不能忘记革命先辈身上的优良品质，要

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争做‘五好诚明少年’。”

（5）巧手绘制红色基因卡

活动中，学生自发绘制红色基因卡，用以宣讲

革命先辈的优秀品格。这样，以“目标明确，志向远

大”“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怕困难，无私奉献”等

为关键词的红色基因正在一张张卡片中被广为传

颂。学生将这些红色基因卡布置在教室门口最显

眼的宣传板上，让走过路过的所有学生都能关注

到。同时，我班学生还邀请学校大队辅导员一同参

加主题队活动。活动结束后，在学校大队部的倡议

下，班级少先中队号召全校队员向革命先辈学习，

在校园中掀起一股“红色基因代代传”的新风尚。

这些革命的红色基因正不断被强化、广泛被宣传，

成为队员们的思想行动指南。

在“悟道•实践”阶段，学生发挥自主精神，主动

参与，在主题课程中不断汲取奋勇前进的力量，在

潜移默化的浸润中刻下红色印痕，铸就浓浓的爱党

和爱国之情。

五、课程实施效果

梁溪河经年流淌，滋润锡城土地。梁溪文化演

绎梁溪人的故事，抒写浓厚的家国情怀。本次红色

印痕主题课程旨在追寻梁溪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

通过了解梁溪先辈成长和发展的足迹，深入理解其

人格精神和思想境界，提升学生对梁溪文化价值的

认知，深化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立德励志，坚定理想

信念，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

学生在本次主题课程活动中逐渐树立探寻文

脉的意识，同时对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了更加深

厚的情感。梁溪辖区民族先贤和革命先驱者的精

神与信念也必将成为学生继续前进的动力，鞭策学

生时刻准备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砥

砺前行。

（责编 韦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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