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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师范学院开展“红色走读”竞赛活动纪实

红色，是火的颜色，代表光明与温暖。
红色，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底色，象征革命与胜利。
8000余名学生参与“线上云游”，1000余名学生提交参赛“云游作品”104件，155名学生通

过“实地”走读创作作品36件，获一等奖4个……今年暑假，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新华社
新闻信息中心联合主办的全省高校“红色走读”竞赛活动，迅速在南昌师范学院掀起了游红色
景点、学红色知识、展红色成果的“红色热潮”。一场“云上游”、线下走的“红色走读”竞赛活动
在南昌师范学院蓬勃开展。在这场与信仰对话的红色之旅中，青年学子们重温红色岁月，汲取
红色力量，感悟青年使命，厚植爱国情怀，砥砺青春担当。

信仰之火熊熊不息，红色基因融入血脉，红色精神激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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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南昌师范学院 30个“红色走读”
团队、150余名青年学子，组成4路小分队，前往
于都、井冈山、上饶、南昌等地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开展“红色走读”。此前，以江西省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数字展馆为依托，该校 8000多名大
学生“云”端走读赣鄱大地上的“红色”印迹，领
悟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踏着泥泞的小道，瞻仰烈士墓碑；蹚过漫水
的独木桥，探访红军家属；钻进狭窄黑暗的山
洞，体验当年烈士牺牲的壮烈场景……8天时间
里，学子们一路追寻，脚步不息。一座座劫后余
存的旧址，一件件珍藏记忆的实物，一段段真实
动人的故事，一位位经历非凡的讲述者，连缀成
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0月 1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内人头攒
动，前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独立团战士戴
过的斗笠、起义军用过的重机枪、反蒋示威中南
昌街头张贴的漫画，一件件文物无声地诉说着
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

筑梦青春队队员余涛感慨不已：“这座小楼
简朴，却坐看眼前的繁华。它不高大，却让人永
远铭记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和南昌起义的英雄
壮举。”

一楼大厅，学生们站好队形，行注目礼。他
们说，这里是历史的现场，它凝聚的气场如此强
大，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这种豪迈感终生
难忘。

同样的震憾在井冈山回响。
踏入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大门，经过花坛园庭，走过两组台

阶进入纪念堂。
“每上一个台阶都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仰望着墙上 1.5万

多个名字和无名英雄碑，红色井冈小队队员赵世聪的眼眶不禁湿
润了：“那时候他们和我们一样正值青春年华，到底是什么让他们
前赴后继、舍生忘死？我想，那一定是信仰的力量。”

在当晚的讨论会上，赵世聪说：“站在井冈山这块土地上，信
仰不用刻意寻找，它就像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已经融化、渗透到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心间。”

在于都，一段体验式走读令“巧手为径，云行长征”队队员们
感触颇深——沿着当年中央红军走过的一条山村小路步行。

“对于我们这样出生在和平年代、成长在富足年代的年轻人
来说，是一次考验身体素质与意志的‘体能课’，也是学习长征精
神与革命信仰的‘思想课’。”队员罗晓娴说，“当行走在山路上体
力不支时，深切感受到穿着草鞋行进的红军战士的艰辛和无畏，
对眼下的幸福生活倍感珍贵。”

在弋阳，《可爱的中国》手稿的影印件和《清贫》手稿的复制件
展现在同学们面前，这是方志敏在最后的日子里，怀着对党、对祖
国、对人民的爱写下的13万文字。红行小队队员刘新新说：“当这
些教科书上的词汇变成可见可感的实物实景，当无数的历史细节
和革命场景再现眼前，‘红色走读’的意义也就变得清晰。”

在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的大厅内，星火燎原队的成员们用
合影留念、拍摄抖音的方式庆祝国庆，表达对祖国的祝福；在前往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路途中，红色井冈小队一曲《映山红》引来掌
声……这些高举着“红色走读”旗帜的青年人，吸引了人们赞誉的
目光。

“这是我接待过的最认真的一个团队，每个人都在仔细地
听、认真地记录，非常难得。”在于都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林
丽萍说。

信仰是一粒种子，一经播种，就会生根、开花、结果。“红色走
读”在队员们心中，引发越来越多的思考。而曾经模糊的答案，渐
渐清晰。“这一路走来的所思所想，早已深深镌刻于我们心中，我
们深知青年责任，并愿意站出来，承担属于自己的这份责任，不辜
负国家的期待，也不辜负历史的期待。”队员们声音坚定响亮。

走过看过、思考过感动过，青春已然积蓄了满满的前行力量。

践 让“红色走读”成为专业实践的课堂

引 推动“红色走读”常态化

如何让“红色走读”与第一课堂
联动、与第二课堂贯通，是南昌师范
学院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着力探索的
重点。在学校的引导下，同学们结合
所学专业，撰写心得体会、创作云游
作品，让“红色走读”活动成为专业实
践的课堂。

“这世界，因为我，才有了你，我们
在一起两小无猜，以心相许。伟大的
理想，共同的志向，让我们生死与共，
我就是你。”“你不是你，我不是我，你
我的一切奉献给人民，生命才有意
义。”这是革命伉俪张朝燮和王经燕生
前共同谱写的词《我和你》。

红星照耀队队员在“云游”江西革
命烈士纪念堂时，被二人在艰苦斗争
环境中矢志不渝的爱情深深打动。她
们决定以此为切入点，结合大学生喜
欢短视频、微表达的特点，绘制创作微
视频。在多次“云游”展馆后，她们用
绘画、书法、手工作品、舞蹈等多种形
式，将故事精心呈现，感人至深。

“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什么
是爱情？在制作过程中，我们从这对
革命伉俪身上读懂了。我们感受到了
对党坚定的理想信念，舍小家为大家
的家国情怀，为革命甘愿献身的精神
力量，这也将永远激励和指引着我们
前进。”红星照耀队队员黄佳馨说。

《十送红军》的音乐声中，“春秀”

将一双鞋尖上缀着彩色绣球的黄麻草
鞋递到未婚夫“谢志坚”的手中，身后
的背景屏上，于都河奔流不息。这是
青风学堂正日夜加紧排练的红色故事

《一双草鞋》现场。学生演员们的深情
演绎，感染了现场每一个人。

“在云游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
馆时，一整面由草鞋绘就的中国地图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双草鞋》故事
创演者、青风学堂成员牟若兰说，通过
进一步了解，她发现，在众多的草鞋
中，有一双熟悉的草鞋——厚实的鞋
底，粗大的麻绳，细密的纹路，与常见
草鞋不同——去年 5 月，青风学堂师
生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参观学
习时，就曾看到过这双草鞋，并聆听过
这双草鞋背后的感人故事。

“这双草鞋包含着苏区人民对革
命的牺牲奉献，也见证了中国革命的
历史风云，没有比以此为主题进行创
作更有意义的。”于是，青风学堂的同
学们选取了这双草鞋的故事作为云游
作品的切入点，精心创作剧本，并尝试
用“穿越”对话、快板、红歌、舞蹈等各
种表演形式，让那段红色记忆在舞台
上“活起来”。

线上“云游”时，一抹红色忆峥嵘
队的同学们注意到，革命先烈群像中，
一名名女烈士格外耀眼，她们虽为女
儿身却有鸿鹄志，经千难而前仆后继，

历万险仍无怨无悔，用生命抒写了艰
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史。

“我们被深深地震撼了。作为师
范院校，女生人数占比70%以上，我们
决定将纪念堂中的女英烈作为研究对
象，展现共和国女英烈的风采，激励新
时代女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为实现
伟大的中国梦贡献女性力量。”队员罗
源表示。她们查阅了大量的历史史料
和档案，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 46 页
近两万字的报告文学《共和国女英烈
的巾帼风采》。

“你用铁的信念点燃革命的火炬，
你用铁的胆量驱逐内忧和外患，你用
铁的纪律挺起时代的背脊，你用铁的

意志铸成钢的长城。”这首由星火燎原
队作词、指导老师作曲的原创歌曲《铁
军颂》，用歌声致敬新四军战士。一经
推出，相继被网络媒体转载。

队员饶凤凤表示，在创作《铁军
颂》这首歌曲之前，队员们查阅了大量
历史资料，词、曲均经过多次修改。创
作的过程中，队员们对具有光荣历史
和战斗传统的“铁军”以及其永不言
败、一往无前的抗战精神有了深入的
认识，希望通过歌曲传递给更多人。

红色故事连环画、舞台剧、微视
频、原创歌曲、红色文创产品、原创诗
歌……一路的学习与体悟，迸发出了
强烈的灵感。同学们将走读的感受纷
纷“写”进创作中，创作出一大批高质
量“走读作品”，在接受思想洗礼的过
程中锻炼了动手能力。

据统计，依托江西省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数字展馆，全校 8000余名学生
参与“云游”红色景点活动，实现“红
色走读”全覆盖；1000余人参与云游
作品创作，形成了 104件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红色元素”作品；155 名学
生参与“实地”走读红色景点活动，形
成了 36 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红
色元素”作品。并在全省评比中一举
夺得 4 个一等奖、5 个二等奖、7 个三
等奖。青风学堂团队前往于都实地走读青风学堂团队前往于都实地走读 红星照耀队前往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实地走读

红色井冈小队实地走读红色井冈小队实地走读

学生们在学生们在““红色走读红色走读””中砥砺青春担当中砥砺青春担当

走读走读 激荡青春激荡青春 照亮未来照亮未来

从“线上云游”到“实地走读”，短
短三个月所带来的改变长远而深刻。
一粒粒红色的“种子”在南昌师范学院
学子们的心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这种走读的学习方式，不像以往
那样——老师站在讲台上教，我们坐在
下面听，而是让我们实地去考察、去体
验、去调研、去思考，收获是成百倍的。”
饶凤凤道出了同学们共同的感受。

南昌师范学院把持续开展“红色
走读”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抓手。自活动启动以来，学校党委第
一时间组织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制定活动实施总体方案；
五次组织召开工作推进会，助力活动
走深走实。为真正实现覆盖面广、参
与度高，学校还通过官网、官微、QQ
群等平台，多渠道、多层次、多角度宣
传活动的意义、内容及要求，逐层动员
校、院、班结合自身专业特色制定活动
方案，通过“云班会”“云团日”精心组
织，落实到人。

同时，该校将“红色走读”活动融
入学生思想政治建设，与社会实践学
分考核结合，引导学生登录江西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数字展馆、结合游览感受
写作心得体会、创作云上游作品。安排
专兼职团干、辅导员以及专业老师作为
指导老师，一对一帮助学生组建团队，
全程指导学生挖掘历史故事，提高思想
认识，精心打磨作品。

老师的深度参与为“红色走读”的
开展提供了助力，不仅让青年学子看
清方向、领悟革命先辈的初心使命，更
帮助他们关注细节、了解革命道路的
坎坷曲折，引导他们立足当下、将专业
学习与知识应用相结合，学思践悟融
会贯通。

教师叶林是“破晓队”的指导老
师，她表示，“红色走读”开放的课堂、
活泼的形式、含金量高的学习，让越来
越多学生自觉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她
发现，经过历练，学生们磨掉了陋习，
磨砺了性格；坚定了信仰，收获了快
乐；懂得了责任，领悟了成长，对未来
的人生规划也更加明确。

在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常颖看
来，厚重的革命历史、丰富的红色资源
是江西宝贵的精神财富，生活在江西这
块红土地上，英雄的故事有口皆碑，红
色印记随处可见。然而，每个人内心里
的红色种子，不会自然而然地长成参天
大树，需要不断地培育浇灌，使其汲取
养料茁壮成长。“红色走读”活动，就是
激活青年学子红色基因的“钥匙”，通过
线上、线下的走读，让学生们在了解中
理解，在“通情”中“达理”，更加深入体
会革命事业的不易，更加珍惜新时代
的幸福生活。在走读溯源中，把红色
基因的根基扎深扎牢，实现了知识学
习与价值观培育的有机统一。

“开展好‘红色走读’竞赛活动，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红色
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
色基因传承好’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是
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时代要
求。”校党委书记王金平表示，进入新
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既要“守正”也要

“创新”。“守正”才能心中有谱、脚底有
根，“创新”才能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
总结“红色走读”的成功经验，进一步丰
富教育形式，把“我们想讲的”变成“学生
想听的”，把“学生想听的”融进“我们想讲
的”，达到在“解谜”“解渴”中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使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成为青
年学子的坚定信念和自觉行动。

据介绍，下一步，南昌师范学院将
把此次活动评选出来的优秀作品作为
学校爱国主义教育成果纳入新生开
学第一课，并结合思政微课、党
课、团课进行集中展示。同时，
推动走读活动常态化开展，

鼓励广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充分利用各个
假期读遍江西红色文化，举办“云游”分享
交流会、走读心得报告会，将“红色走读”
融入思政教育，为学生们培
育“思想常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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