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验“红军的一天”
“地图呢，指北针呢？”，“是这个方向

吗？”，“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接到任务的
学员们有的四下张望，有的不知所措，有
的围成一团紧张地讨论起来……

11月30日， 在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
命传统教育基地现场教学点，90名来自
赣南师范学院、 身着浅蓝色红军服的大
学生学员正在上一堂特色情景体验

课———“红军的一天”。
头一天晚上， 这90名大学生已经通

过模拟“三湾改编”，分为了3个连，每个
连又分成10人一组的三个班， 每个班选
出了“班长”、“安全员”等“职务”。

当天， 每个班都拿到一张属于自己
的“路线图”。学员们需要完成的任务包

括：以班为单位，按照地图寻找正确的路线
行进，并运送40公斤重的“弹药箱”；在途中
要按照图册找到5种草药和7个营口界碑，
并拍照为证；在90分钟内，学员们必须到达
指定集结地点，找到竹竿和绳索等工具，自
制“担架”，然后用担架护送一名“伤员”到
达指定的农户家中； 之后在农户家里自做
红军午餐并开展社会调查。

“我负责记录草药”，“我负责找界碑”，
“我负责扛弹药箱”，拿到任务以后，一连三
班的学员们迅速分工，开始向目的地行军。

“1、2、3……人数没错，继续前进”，“安
全员”不时地数着人数，所有队员随着班旗
一路小跑着前进。 队员苏畅在行进途中刮
破了脚， 不得不一瘸一拐的继续赶路，“不

能因为一个人影响集体”，苏畅说。
眼看好不容易领先了其他队伍，“你们

走错了，这里没有界碑！”路边村民的一句
好心提醒让队员们有点错愕。

“班长”赶紧拿起手中的地图，一会扒
扒草丛， 一会看看方向:“找到路了， 走这
边！女生零负重，男生满负重，加速前进！”

“班长”一声令下，所有人又小跑了起
来。“不管是对是错，既然选择了他带队，我
们就要充分信任！”队中一名学员张甜甜说
道。

最终，一连三班第一个到达目的地。此
时的他们还半信半疑， 直到获得带队老师
的认可，队员们心里的大石头才算落了地，
欢呼了起来。

“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经历，真的很
激动， 大家团结协作一起达成一个目标的
感觉特别棒！”一连三班的叶倩云说道，“团
队的力量，在这里真正体会到了。”

不过到这儿任务还不算完， 对于队员
们来讲， 接下来的入户调查和自做红军餐
又是一道考验。

在坝上村的刘阿姨家里， 三连一班的
“战士”们热火朝天地忙活起来，有的劈柴，
有的生火，有的洗菜。“火烧得太大了，小一
点儿”，队员朱清苗被农村老式灶台熏得直
流眼泪。擦了擦脸上的烟灰，朱清苗感叹：
“以前从没有亲自下过厨， 这是第一次，太
有意义了！”

学员们的热情也感染了在一旁观察的

带班老师。 带班老师徐安说，“这些大学生
的青春朝气很令人心动，他们求知好学，也
促使我更加努力地学习和理解井冈山精

神！”
（王锋 徐琦）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
“一百三十多个战士永远地倒在了

这里， 最小的战士不过14岁……” 在小
井红军烈士墓前， 学员们静静听着革命
烈士的故事， 不少人默默地流下眼泪。

学员们庄严肃穆地绕烈士墓步行一

圈 ， 一一献上自己亲手制作的白花 。
“站在这里聆听烈士事迹， 真切地感受
到当年战争的残酷和红军战士冲破一切

的勇敢 ！ 伟大的人格释放着永恒的魅

力！” 家住河北石家庄的学员王保芸第一
次亲身体验红色教育， “我觉得我应该学
会珍惜，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切， 以后在
生活中要尽可能地帮助身边的人， 做一点
力所能及的小事！”

随后， 学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了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 。 瞻仰大厅正中汉
白玉墙面上镌刻着毛泽东同志题写的

“死难烈士万岁” 六个大字， 学员们向烈

士们敬献上花圈， 久久默哀。 在带队老师
的引领下， 大家静静地走到吊唁大厅， 在
这个周围墙壁上刻满烈士英名录的地方参

加吊唁仪式。 “他们拭去了身上的血迹，
掩埋好同伴的遗体， 怀着崇高的理想和坚
定的信仰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讲解老师
铿锵有力的话语， 紧紧扣住在场每一个人
的心弦。 吊唁大厅内， 不时可以听见学员
们抽泣的声音， 有的学员握紧拳头， 有的

学员默默低着头。
仪式结束后， 很多人鼻头红红的， 静

静站立在原地， 看着墙壁上先烈的英名。
“我们在这里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宣誓，

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选择入党在自己内心

的那一份重量”， 来自南昌航空大学的薛卿
同学激动地说道。 薛卿走出吊唁厅， 心情依
旧不能平复， 他红红的眼眶， 用微颤的声音
告诉笔者： “或许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 能
独自担当的事情很少，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
己， 进而去影响别人。 当每个人都想到为民
族崛起而奋斗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离中国梦
的实现就不再遥远！”

（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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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创新青少年思想教育方式的“试验田”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敌
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12
月11日， 在井冈山黄洋界纪念碑前， 贵
州省遵义县龙坑镇乡韵团支部书记李德

芳与她的“战友们”一起抑扬顿挫地齐声
朗诵起了这首《西江月·井冈山》。

“这首词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读过。但
只有今天在这样的场合, 站在井冈山的
崇山峻岭间， 才能真正感受到那种磅礴
的气势。”身着浅蓝色红军服的李德芳有
些激动地说。

李德芳是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第139期培训班的97名学员
之一， 在黄洋界保卫战遗址的 “现场教
学”只是他们在井冈山五天培训日程中的
一项。在此之前，他们还体验了“野外急行
军”的辛苦、“自做红军餐”的乐趣、在“井
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吊唁的感动……

“怎么也没想到这一趟井冈山之行
能有如此的震撼， 没有想到基地会召唤
出我们这么多的爱”，来自上海大学的程
清在自己的感悟中写道。 而她所提到的
“基地”，就是中央决定建设的、共青团中

央主管的唯一一家专门针对青少年开展革

命传统教育的全国性培训机构———全国青

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坐落于“革命圣地”井冈山葱郁翠林间

的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以下简称“基地”），于2010年7月开工建设，
2012年7月全面投入使用，占地75亩，总投资
1.69亿元，可同期容纳1500余人在校培训。

基地以打造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成
长摇篮，培养优秀青年人才的高地，传播和
弘扬井冈山精神的窗口， 开展国内外青少
年培训、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为定位，突出
直接面对青少年群体的差异性， 积极开发
适合青少年认知规律的培训课程， 把思想
性、政治性与参与性、趣味性、体验性相结
合，从而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目前， 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
育基地已经成为在全国独树一帜的青少年

思想引导工作的急先锋与“实验田”。

富饶的播种土地
———为什么一定是井冈山？

作为团中央唯一一家针对青少年的全

国性革命传统教育培训基地， 为什么要建
在井冈山？

“这是因为井冈山拥有非常丰富和独
特的教育资源，而且这些资源是鲜活的、立
体的、直观的、有说服力的。”全国青少年井
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管理中心主任刘爱

平的回答简单明了。
换句话说，唯有井冈山才能为这片“试

验田”提供富饶的播种土地。
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曾萍说：“井冈山

是江西这片红土地上名声最闪亮的一个名

片，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诞生的地方，井冈

山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巨作。
在这里铸就的井冈山精神， 是中国共产党
人革命精神的源头。因此，井冈山革命斗争
史和井冈山精神是我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

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宝贵资源。”
而在党史专家俞伯流看来，“井冈山精

神”中所蕴含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勇
闯新路”、“艰苦奋斗”、“依靠群众” 等精神内
涵在今天依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尤其能为
当代青少年的成长成才提供丰富“养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程基伟

也赞同这一点。他说，现在在校大学生的主
体是90后， 他们这一代年青人的职业生涯
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 的历
史进程基本吻合。 因此， 在当代大学生群
体中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使党的优良作风
和传统得到延续， 将直接关系到 “两个百
年” 奋斗目标的实现。

独特的耕耘方式
———拿什么吸引青少年？

共青团工作的关键是要引领青少年高

举理想信念的旗帜， 对青少年的思想引导
工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这项工作又
恰恰是最难抓的。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 对于如今的青少
年而言，他们的交流方式、交友方式、动员
方式、娱乐方式、阅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但是，青少年的思想引导工作却
仍然面临着如何更好地入脑入心等问题。

刘爱平介绍说， 基地在筹建之初就致
力于设计青年喜闻乐见的、既有历史感又有
时代性的多样化教育模式，强调基地要成为
学校进行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延伸平台，
注重基地与其他培训单位培训内容的互补

性，突出直接面向青少年群体的差异性。
以 “体验教育”、“朋辈教育”、“仪式教

育”、“快乐教育” 四大教学理念为支撑，一
支年轻的团队在这片“实验田”上创造了独
特的“耕耘方式”。

曾萍多次带队来到井冈山基地参加培

训，她说：“学员们普遍对‘红军的一天’这
门活动课程印象深刻。”她认为，这可能主
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红军的一天’采用
了现场教学的方式，使学员可以直观地感受
历史。其二，‘红军的一天’很好地运用了体
验式教学的方法。 通过组织学员身穿红军
服、重走红军挑粮小道、进当地农户家调研
等生动活动，寓教于乐，真正将优秀的革命
传统带进了学员们心中。”

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夏科家也认为，
以“三湾改编”为代表的一系列互动式、体
验式课程让他印象最为深刻：“在 ‘三湾改
编’ 课程中， 我在观察同学们的表现时发
现，除了新鲜好奇之外，大家全身心地投入
到实践体验中，仿佛置身当时的历史环境，
这种情景教育和思想冲击是课堂教学甚至

一般的体验教学所无法达到的。”
广东共青团省、市两级也曾多次组织团

干部、大学生来到基地培训。共青团广东省
委书记曾颖如说，井冈山青少年革命传统教
育基地依托独特的红色教育资源，把课堂讲
授与现场教学相结合，寓教于景，寓理于史，
是当前青少年教育引导方式的有益创新。

实实在在的果实
———在这里得到些什么？

倡导“让信仰点亮人生”是井冈山革命
传统教育基地的使命所在。 在井冈山这片
精神沃土，通过独特教学体验，每个人都不

免或多或少地有些触动，不少学员有了
自己对于“信仰”的思考。

有的人从微观着眼，意识到了每个
人其实都可以从小处做起、 从自己做
起，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领域发出细小的
光芒，一如“星星之火”亦可以“燎原”。

广西师范大学的黄宁宁说 ：“井冈
山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像我一样的

青年人，让我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
充满力量。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大学生，
这次学习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建设家

乡的决心，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
我们广西壮族的小山村建设得像井冈

山革命老区一样美丽、富饶。”

有的同学，通过躬行陇上、入户调研，
对脚下的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淳朴的人

们有了更真切的感知。
“井冈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发源地。我

们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 离生养我们的
土地越来越远， 对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的
人们知之甚少。其实，我的爷爷也是农民，
我自己也是农民的孩子， 来到这儿才提醒
了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来自赣南师
范学院的学员彭芸说。

有的同学，记住了晨训时喊出的“少年
强则国强”的强音，对当代青年的历史责任
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我们现在的生活太过安逸，不来这个
记录着历史的地方亲身感受， 恐怕只会在
安逸中失却自我约束，忘记使命与信仰，浑
浑噩噩地过自己的人生，那该是多么可悲！
只有在这肃穆的环境中反思，我们才能不忘
初衷，不忘入党誓言，不忘作为一名有血有
肉的中国青年的历史责任。” 上海大学学生
程秋成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段感悟。

夏科家认为，青年团员来到基地培训，
置身在一整套渐进式的课程体系中， 整个
学习过程层层递进、井然有序，有惊喜而又
不突兀。“我想这对于绝大多数青年团干和
青少年来说都是终身难忘的宝贵经历，对
他们人生成长的每一步都将起到重要的促

进作用。”夏科家说。
在曾颖如看来，开展培训在锤炼作风、

加强党性修养外，还有一个大的收获：基地
围绕共青团的根本职能，突出共青团特色，
设置个性化课程， 使参训团干们普遍学有
所获、学有所用，增强了团的主业意识。

通过亲身来到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

传统教育基地这片“试验田”体验，程基伟也
由衷地说：“革命传统教育只要方式得当，就
一定会得到青年学生发自内心的欢迎！”

（陈婧）

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精品教学课程介绍

最感动

仪式教育：井冈英烈祭奠仪式
“井冈英烈祭奠仪式”这门课程是学员

普遍反映最“催泪”的一门课程。学员们列
队来到烈士陵园，为革命先烈敬献花圈、默
哀、鞠躬，聆听“为信仰”而牺牲的革命故
事，重温入党（团）誓词。学员在浓厚的仪式
氛围中， 零距离地感受革命志士的大无畏
精神和爱国情怀， 获得身临其境的心理体
验和深入灵魂的情感熏陶。

最热闹

情景教学：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是一堂历史教学与互动教

学相结合的课程， 目的是让学员在了解井
冈山历史的同时， 结合历史背景进行团队
建设。课程要求学员仿效毛泽东进行“三湾
改编”的形式进行班级团队建设。学员们以
班为单位， 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班长、 宣传
员、炊事员、卫生员、安全员、士兵委员会委
员等“职务”；每个班还要自己设计班级名
称、口号并制作班旗，最后登台进行风采展
示。在这个过程中学员们总会“你一言我一
语” 各抒己见， 最后通过群策群力达成共
识，因而“三湾改编”堪称“最热闹”的一门
课程。通过这门课程，可以实现对班级的有
效管理，学员们也会真正融入团队。

最好玩

体验教学：红军的一天
“红军的一天”教学活动是学员普遍反

映“最好玩”的一门课程。在课程活动中，学
员们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模拟体验当
年红军生活与战斗的场景。 课程中还内置
了“户外越野”的元素，学员身穿红军服、头
戴红军帽， 需要自己按照地图寻找正确的
“行军”路线，突破山路障碍急行军；同时需
要分组运送重达几十公斤的装备， 重走红
军当年走过的挑粮小道， 并在途中找到几
种“草药”和隐蔽的“界碑”；学员还需要学
做担架， 模拟抢救伤员； 最后深入农户家
中，开展入户调查、帮农民干农活、自做红

军餐。通过参与“红军的一天”劳累而充
实的活动， 学员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革
命的艰辛， 并从中激发出强烈的团队意
识和坚韧品格。

最真实

互动教学：我与红军后代面对面
该课程邀请曾志、袁文才、王佐等老

红军的后代与学员进行面对面交流。红
军后代以普通人的视角讲述当年红军战

士的情感、生活、战斗和为革命做出的伟
大抉择，拉近学员与历史的距离，使学员
真正触碰过去、感悟历史、震撼心灵、重
塑信仰。

最团结

破冰之旅：会师井冈
“会师井冈”这门课程以1928年4月

井冈山上“朱毛会师”的史实为背景，在
形式上又适当融入了时代元素， 使得来
自天南地北的学员能够迅速打破心理隔

阂，建立相互信任，为后期教学活动奠定
良好的基础。 课程利用解手链、 激情节
拍、驿站传书、信任轮椅等互动游戏，帮
助学员之间消除陌生感， 增强团体自信
心和团队荣誉感。 同时课程还融入了个
人风采展示、唱红歌、诵读红色诗词等活
动， 让学员们受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
感染。

1927年10月， 毛泽东同志率领秋
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 创建了中国
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开辟了中国
革命 “以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
权” 的崭新道路。 直到今天，“坚定信
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
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仍然
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行的宝贵

精神财富。 为了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
井冈山丰富而独特的教育资源， 对青
少年进行理想信念、 革命传统和党的
历史教育， 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亲自倡
导和推动了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的建设。
按照中央领导同志视察基地提出

的“教育上水平、政治出影响、市场有
收益”重要指示精神，在全国青少年井
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工作协调小组

的正确领导下，基地全面推进建设、管
理、运行等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自2012年7月建成并投入使用以来，
截至目前，基地共举办各类班次140期，
培训学员7万余人次。 2013年10月29日，
共青团中央下发了《关于发挥全国青少
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作用，加强
青少年和团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意

见》；2013年11月，协调小组专题会议在
井冈山召开，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
宜智、江西省委副书记尚勇、团中央书
记处书记傅振邦和相关部门共议基地

长远发展大计，又为基地的广阔前景注
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学员微语
@井冈精神烟大学习团： 让信仰点亮

人生，短短三天，通过与红军后代面对面、
参观革命旧址、与英烈家属聊天、入户体验
红军生活、重走红军挑粮小道，我们真正感
受到红军精神力量的伟大， 真正体会到信
仰的伟大号召力， 信仰的学习虽然还没有
结束，但是信仰已经将我们的内心点亮！

@复旦顾皓卿： 伟大的事业需要坚定
不移的信念和高于生命的信仰。 井冈山秀
丽的山水美景固然值得欣赏， 但井冈山所
承载的历史、 精神和光荣更值得当代青年
熟知、 继承和发扬。

@上大人才学院程秋成： 此次井冈山
之行， 让我弥补了很多， 也使我开阔了很
多。 尽管一周的实践很苦很累， 但我很庆
幸， 我想若是错过了这一次井冈山之行，
可能一生都会后悔。

@咸阳团市委林梅： 在滂沱大雨中祭
奠了井冈山革命烈士， 被革命烈士的事迹
深深打动， 几度眼眶湿润。 不禁陷入深深
的思考： 如果自己生活于那个年代， 能做

到他们那样吗？ 面对革命烈士用生命换
来的幸福生活， 我们该怎样珍惜？ 该怎
样传承他们的精神？ 突然觉得自己做得
很不够。

@挲阿狸： 破冰之旅取得意料外的
成功， 一些不熟的学员都敞开心扉， 嘻
嘻哈哈打成一片。 这让我看到了大家的
集体荣誉感 ， 也让我理解了团结的要
义， 似乎也更加明白了井冈山精神中密
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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