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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何不断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养？如何把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如何落实立德树人、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这些理念？这是所有教育管理者都在深度思

考的问题。坚持从学校抓起，从小学生抓起是基本方向；着

力采取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

障等措施，是执行思路；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化为

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充分在师生行动中彰显，是核

心追求。以中国云南昆明一所将近百年历史的小学为案例，

我们来探讨如何利用好有历史积淀的学校校史，在小学中培

育红色文化、建构红色文化，因校制宜、挖掘学校办学历史

中的红色文化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校本教育资源，聚焦红

色非物质文化提炼、重视红色物质文化建设运用，创新开展

红色文化育人的有效探索和实践。

2 明确方向，发掘校史中的红色文化元素

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

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丰

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基于学校历史的校本

红色文化，最具历史印证价值、文明传承价值和政治教育价

值，也最能引起师生的情感共鸣。中国云南省昆明市是西南

边陲有特殊历史背景和革命经历的城市，抗战时期高校内迁，

在昆明创办西南联大，为西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教育，

影响了一大批有志青年。他们坚持走群众路线，在昆明办设

民众文化补习夜校，将共产党的先进理念传播给当地百姓。

其中，位于西南联大附近的龙翔街文林小学就是这样一个承

担了夜校秘密场地的红色小学，与云南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

革命时期的许多活动有重要关联。通过挖掘文林小学校史，

寻找学校红色基因，学校确立了以潘琰烈士“刚毅、担当、

爱国、奉献”为核心的文林红色文化，打造探索尊重史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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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校本红色文化，创新实践打造红色文化阵地，发挥阵地育

人作用的文林红色文化育人模式。

3 传承创新，因校制宜建构有特色的红色文化

学校文化的形成不是空穴来风更不能凭空杜撰，只有既

传承历史、更与学校育人目标相结合，创新建构红色文化才

能得到师生家长的文化认同，在学校中体现其生命力。

3.1 梳理校史，挖掘素材

学校的办学历史是传承和弘扬学校文化的根基，每所学

校的不同历史沿革，形成不同的学校文化。梳理分析校史，

能从中挖掘出学校文化的契合点。文林小学 20 世纪 40 年代

毗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女生宿舍，见证并经历了西南联大的

成立和一二一爱国运动。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中，潘琰、

李鲁连、张华昌等烈士的殉难地就在文林小学旁边。潘琰烈

士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利用文林小学代课教师的身份作

掩护，在文林小学积极开办民众夜校，传播先进思想，开展

党组织活动。“一二一惨案”发生当天，文林小学师生主动

帮助一批爱国学生逃离转移，亲历了“一二一惨案”的发生，

见证了潘琰、李鲁连、张华昌三位烈士遇害的过程，深刻体

会到“反内战争民主”斗争对中国的影响。这一段历史成为

文林小学特有的红色文化基因，在此基础上打造文林红色文

化，弘扬“刚毅、担当、爱国、奉献”的潘琰精神，成为学

校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红色文化育人的策略 [1]。

3.2 千里寻访，英雄回归

文化的传承必须尊重历史和真相，只有基于真实的红色

文化才有育人价值和生命力。潘琰烈士牺牲于 1945 年 12 月 1

日，年代久远，通过档案查询到的相关资料十分有限，几乎

没有任何文字和音像记载。为了梳理烈士生平和英雄事迹，

文林小学通过民政系统找到了潘琰烈士的胞弟潘玉琛老人，

远赴江苏徐州对老人进行了专访并录制了专题片，烈士家属

无私地把家中保存的大部分烈士书信和相关遗物都捐赠给了

文林小学。这些第一手资料，成为文林红色物质文化的重要

资源。随即铜像落成，英雄回归校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融入学校红色文化建设中，引领师生的精神成长。

3.3 建设阵地，环境育人

红色文化是育人的重要资源，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

化。烈士精神属于非物质文化，而非物质文化的育人功能要

依托物质文化才能成为切实可行的教育资源，因此红色文化

育人阵地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文林小学举行了“习浩然

正气，铸文林之魂”为主题的纪念一二一运动七十周年暨潘

琰烈士铜像落成典礼，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一二一运动”和

以潘琰烈士为代表的爱国学生运动领袖的关注和追忆。文林

小学还以潘琰烈士精神为红色文化核心，确立校训为“校强

则少年强，少年强则国强”。 2018 年，建设“潘琰学堂”，

建筑面积 121 平方米，取纪念“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之

寓意，以珍贵遗物展示潘琰烈士革命生涯短暂却伟大的四

个阶段，并用多媒体设备实现互动体验式学习。

一系列的物质文化建设，为实现红色文化育人提供了最

好的学习场所，营造了师生学习英雄事迹、传承英雄精神的

氛围，成为培育新时代好少年的最佳红色教学基地。

4 融入办学实践，红色文化立德树人

红色文化是开展青少年德育的有效载体，但不能孤立于

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之外。统整学校红色文化、落实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实现文化育人的重要环节。文林小学以“潘

琰魂·文林人”作为立德树人的根基，设置了一系列的“红色

文化”活动载体。读一本红色书籍，组织“弘扬红色文化”

国旗下讲话，党员教师为学生上一堂红色文化教育课，组织

学生学唱红色歌曲，让全校师生观看红色教育电影，使“红

色文化”真正深入到师生心中，做到“潘琰精神遍校园”。

红色文化还要融入队建。文林小学围绕“一二·一传承日”，

每年 12 月少先队大队部组织开展系列德育活动。在低年级学

生 “识党旗、认党徽”；中年级“明党史、知党情”；高年级“感

党恩、跟党走”。此举加深了青少年学生对党、对社会主义

的感情，把革命传统教育纳入校园生活，使红色文化成为校

园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时代正能量成为师生的精神食粮、

成长催化剂。这些活动延伸了红色文化内涵，丰富了红色文

化底蕴，切实把潘琰精神贯穿到整个教育教学始终，使“红

色基因”融入每个学生的灵魂和血脉。

建设红色文化校本课程让红色文化传播切实保障。文林

小学利用中午自修时间，落实每一位学生红色文化校本课程

的学习。每年新生入学前，组织新生家长走进“潘琰学堂”

完成“文林小学家长第一课”，把学校红色文化植根于家长

心中，以此引领家校融合，确立正确的育人观，让家长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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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立德树人的重要性。走出学校，整合翠湖周边如昆明朱德

旧居纪念馆、云南陆军讲武堂等红色文化资源，拓展红色文

化校本教育。充分发挥出红色文化资源以史育人的作用和

优势。

5 结语

红色文化倡导的是崇高思想境界和革命道德情操，传播

其理念、彰显其精神有利于红色革命精神深入人心，是落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途径，然而每所学校的办学

历史不尽相同，因此建构具有校本特色的红色文化就显得十

分必要，教育不可复制更不可照搬，但是从文林红色文化的

建构实施中可以看出，学校红色文化育人的探索和实践需要

尊重历史、基于现实，立足未来，依托阵地建设和弘扬核心

要义两者有效协同，才能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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