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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当起义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

黄晓月

咸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咸阳　712000

摘　要：两当起义红色文化资源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凝练两当起义红色资源的核心内涵对高校思

政课实践教学具有积极意义，其蕴含的崇高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坚

定政治信仰、厚植主流价值观、弘扬党的宝贵精神。因此，可以利用两当起义红色资源建立实践教学基地、精准定位实践

教学目标、开展校园社团活动等扩展实践教学的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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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要加强党史学习，同时提出要用

好红色资源。用好红色资源是党史学习的重要举措，红色资

源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印记，蕴含着

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文化底蕴。1932 年 4 月 2 日，中

共陕西党组织在甘肃两当县策划和实施了一场武装运动。这

次起义震慑了敌人，唤醒了甘肃人民的革命意识，为中国共

产党领导甘肃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燃

起了陇原大地的革命风暴。[1] 两当起义留存的红色资源为高

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提供了生动的素材，深入挖掘两当起义红

色资源的核心内涵、教学价值，为提升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

实效性提供路径参考。 

1. 两当起义红色资源的核心内涵

两当起义红色资源是在在两当起义的历史进程中形成

和创造的，既包括物质载体也包括精神载体。其物质载体主

要是指两当起义相关的物品总称，包括遗址遗迹、历史文物

和纪念馆；就其精神载体而言，两当起义的精神内核包括中

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勇于斗

争的英雄气概。 

1.1. 崇高的理想信念

两当起义的发生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我国正处于大

革命失败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

在短短几年内，西北地区相继爆发了清涧、渭华、旬邑起义，

这些均以失败告终。紧接而来，两当起义爆发。为什么在所

有起义均已失败的前提下，起义仍在继续。因为中国共产党

人始终坚信共产主义信仰并为之奋斗终身。

1928 年习仲勋、李特生、李秉荣等人受组织委派到国

民党军队中开展兵变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团结和教育

了大批国民党进步官兵，在 3 个连都建立了党支部，最终带

领 200 多人发动了两当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是两当起义

锻炼和培育了共产党员，这些人在选择自己的信仰后矢志不

渝，没有因为失败放弃信仰，而是再次积极投入到革命事业

中。被打散的共产党员大多都不甘失败，分别从各地秘密寻

找党组织，继续加入革命斗争。营委书记习仲勋失败后回到

家乡，后又寻找刘志丹开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李特

生和陈云樵一起寻找党组织，后被介绍去兰州进行党的地下

工作；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等人在家乡隐蔽一段时间后

先后去西安寻找省委请示工作。同时，受习仲勋等中共党员

革命活动的影响，两当起义爆发后的一年时间里，甘肃省内

的党组织接连组织了十多次武装起义。用实际行动坚定理想

信念，中国革命才会成星火燎原之势。

1.2.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两当兵变从组织计划到真正实施历经两年多，在这过

程中陕西省委、相关负责人商量举行兵变但没有实行，就是

因为两当兵变的指挥者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多角度分析

局势，不盲目执行上级指示。

1931 年春，军阀苏雨生在职田镇缴了刘志丹部队的枪，

陕西省委得知后派人联系习仲勋要求他设法将所在部队的

枪和部队拉出去。习仲勋认真思考分析当时形势，从苏雨生

的人物个性、自身所处部队的情况、交通状况、敌我力量对

比方面综合考虑认为不具备起义条件。同年秋，陕西省委负

责同志再次派人前来商量起义，习仲勋认为敌我力量悬殊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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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敌强我弱，时机未到，不适合起义。到初冬，省委再次

主张兵变，习仲勋因条件不充分没有执行。直到 1932 年 3

月，有消息传出部队要换防到甘肃徽县，官兵抵触情绪较大，

再加上两当县地理位置特殊，距离陕北最近，经过两年的兵

变工作，党组织基本可以控制队伍，习仲勋研究此事认为武

装起义的条件具备。可见，两当起义是在领导者深思熟虑、

认为起义条件充分的情况下进行的，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

1.3. 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陕西在我国西北地区，人稀地薄，经济发展十分落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地主豪绅欺压百姓。

民不聊生是当时社会的写照，老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是

继续遭受压迫还是勇敢一搏？英勇的共产党员给出了答案。

习仲勋到国民党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可以说是下定

了“最大的牺牲决心”，当年他仅 16 岁。习仲勋后来回忆

讲到：“自己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押过的人，我这样的人到

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

查获，就是处死。我之所以能在这时去敌军稿革命活动，主

要原因是我出狱后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亲自体会到劳动

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的

革命勇气，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2] 在习仲

勋等人的策划组织下，两当起义后部队向陕甘游击队活动区

域靠拢，一路上多次与国民党军、地方反动民兵、土匪展开

殊死斗争，行程数百里，作战十余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2. 两当起义红色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2.1. 引导大学生坚定政治信仰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办学方针，高校思

政课实践教学要培养政治立场坚定，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力的新时代大学生。两当起义发生在

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习仲勋接受

陕西党组织的委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

策划武装起义。从 3 个连的党支部，到营一级的党委，都是

按照共产党的组织建设要求，把党员紧密地团结在党的组织

系统里，并接受党的教育。在一个营的队伍中发展 30 多名

党员，从比例上看，党员人数近 10%，这在兵运工作已经

是很不错的成绩。[3] 基层党组织的建立是两当起义成功进行

的首要条件，习仲勋等革命同志具备的对党无限忠诚的理想

信念，是两当起义成功发起的必要条件。这些真实的历史是

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最好案例，有助于大学生从人物故事和精

神中深刻领会领会红色政权的来之不易，正确认识历史发展

规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忠心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道路。

2.2. 引导大学生厚植主流价值观

每个时代都有其追求和倡导的主流价值，宣传社会主义

主流价值观是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重要任务，两当起义红色资

源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要坚持弘扬主流价值观。习总书

记强调 ：“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种革

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

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

牺牲和奉献”[4] 两当起义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先辈面

对贫穷落后，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对人生意义、人生价值

的思考。他们没有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也没有为了生存投靠

反动军阀，而是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对抗反动阶级，

推翻吃人的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新社会。这种

人生价值追求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民族独立、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貌，代表着

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一种先进的高尚的价值追

求。这就为大学生应该树立怎样的价值追求，提供了明确价

值要求和践行标准。  

2.3. 引导大学生弘扬党的宝贵精神

习总书记强调 ：“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

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

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

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4]。两当起义红色资源是红色精

神的重要载体，是传承发展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不可替代的

历史资源。两当起义历史中包含了很多小故事，通过讲述一

个个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党史故事，帮助大学生走进历史，

从历史故事中感受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同时，两当起

义作为地方党史资源，具有地域亲和力，更容易被所在省、

市乃至周边地区的学生关注和接受，激发学习兴趣，由亲到

信、由信到行。将两当起义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

学，有助于大学生了解历史发展脉络，感知中国共产党的艰

辛历程，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磨炼意志，在红色

文化的浸润下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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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当起义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路径

3.1. 建立社会实践教学基地，扩宽实践教学路径

两当起义红色文化资源中保存的遗址、纪念馆等为高

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提供了重要平台。目前对外开放的两当起

义红色资源有两当起义旧址、两当起义纪念馆、凤县革命纪

念馆。

这些旧址不仅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是思想政治实践教育的重要基地。利用这些旧

址，高校可以与旧址管理单位签订协议，将此作为实践教育

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到现场开展针对性的实践教学，一边观

看历史遗址，一边讲解两当起义的历史背景、经过，以及其

中的人物故事，加深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了解。在观看、倾听

讲解之后，可以组织学生展开讨论，交流学习心得，从历史

遗迹中获得启示。同时，也可以引导学生利用课下时间进行

调查研究，多方面搜集资料，更详细地探索两当起义背后的

故事，同时在实践中思考红色文化资源所蕴含的独特精神，

使学生在调查中深刻感受本土的历史和文化气息，以实践教

学深化理论认同。

3.2. 精准定位实践教学目标，保障实践教学质量

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形式有差别，因此在具体教学

目标的设定上，也要有所区别，精准定位红色文化资源融入

的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在基于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基

础上，从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上设置实践教学目标。

首先明确知识目标，结合思想政治育人的目标，深入

挖掘两当起义红色资源，比如旧址、遗迹、红色文物、党史

故事、人物故事，将挖掘到的红色资源展示给学生，通过实

践教学使学生了解近代中国的国情，了解两当起义发生的一

般经过和结果，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其次明确能力目标，

通过参观学习、实地讲解等形式组织学生自主讨论，分析两

当起义发生的历史必然性，总结两当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思考武装斗争的成功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进而使学生深刻认

识近代中国的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理解中国革命的正确

道路，正确把握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最后明确价值目

标，引导学生探索当时的革命先辈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

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先辈的英勇

事迹中凝练所体现的革命精神，实现价值引领。进而思考如

何继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以革命先辈的优良传

统和革命精神培养自身的理想信念和责任担当，承担红色文

化保护重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任务。

3.3. 组织开展校园社团活动，丰富实践教学形式

将两当起义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实践教学，除

了建立实践教学基地，也可以充分利用高校社团活动，开展

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活动，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更有助于学生去了解和思考相关知识，加深理解，并

从中有所收获和启发，为学习和生活提供方向指引。

一是可以利用社团举办专题讲座，邀请本校党史学科

相关专家教授或纪念馆专家学者，根据讲授的主题、目的、

授课对象有针对性地讲述两当起义红色历史，制作海报并在

全校范围内宣传吸引学生参加专题学习。二是举办与两当起

义红色资源相关的有奖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征文比赛、等

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进一步了解中加深感悟，

深化理解。三是组织社团成员开展调查研究，利用寒暑假去

实地考察两当起义旧址、文物、档案文献，深入挖掘红色资

源和其蕴含的革命精神内涵、特征，在深入考察的基础上，

鼓励学生结合专业特色进行舞台剧、小品、音乐、美术、红

色剧本的创作，一方面学生能够主动去了解相关知识，另一

方面能够深化思考和创作，将实践学习转化为现实成果，并

将实践成果公开推广，扩大影响面。

两当起义红色资源体现了以习仲勋为代表的革命前辈

高尚的人生追求和坚定的理想信念，他们身上展现的忠于理

想、热爱祖国、关心人民、敢于斗争、绝不屈服的革命精神

具有深刻的思想教育意义，与高校思想政治实践教学的目

标、内容相契合，再辅之以适当的教学方法，能够有效提升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成效，有助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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