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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1期“精彩推荐”：对青少年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形式——“百年

青运”大型展览带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徐林 | 最后更新：2007-12-28  

 

2006年4月28日在沈阳市苏家屯区举办了“百年青运”大型展览，展出了400多件有关中国青年运动

历史的图片及书报，这次展览以青年运动史为线索，上至清末民初下迄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对青少

年的教育意义不仅仅在于增加了他们对青年运动历史的了解，而且成为对青少年施行爱国主义教育必不

可少的一项措施。 

1994年中共中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下达实施以后，爱国主义被列入学校工作的重要议程，

学校在成为青少年学习知识的殿堂的同时也进一步拓宽了德育教育途径，有计划地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多种多样，在这里做个简单介绍：国旗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象

征，人人都要养成对国旗的崇敬和热爱，而学校所进行的升旗仪式正是养成这种心理的重要方式。星期

一、重大节日或纪念日举行标准的、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在国旗下庄严敬礼同学们都有一种自豪感和

责任感；认真上好思想品德课；参观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时代在快速发展变化，传统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形式面临着各种考验。应该摆脱传统，采取青少

年容易接受的方式，爱国主义教育不是空洞的、苍白的，可以随时利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老师、家长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担当起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责任。学校老师把爱国主义教

育的红线，有机地贯穿在各类教学活动中，引导学生了解祖国的历史、文明、山河、资源以及建设成就

等国情，激励学生为振兴中华而发奋学习；寓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于各种课外兴趣活动之中，组织学生参

加社会活动和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亲身体会、寓教于乐。 

在一些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受冷落。这些教育基地一般都有一个很好的主题，但不少基地在建设

时，有的过于概念化和静态，有的内容单薄，有的形式呆板。要让这些基地真正能发挥作用，对孩子们

产生吸引力，就要在内容的充实，特别是形式的新颖上动脑筋，如可运用一些现代科技手段，或让学生

互动参与等。越来越多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采取免费开放等多种形式，使爱国主义教育走出基地，渐入

人心。在平时的参观活动中，对观众实行听、观、游、唱、读、留的方式。听，就是到教育基地的观众

都可以听到讲解员的讲解；观，就是观众进入园内首先是参观展厅的展览，游览全园，观看影视厅播放

的纪实片；唱，观众可以被组织在一起演唱；读，就是教育基地可以免费提供给观众阅读有关的书籍；

留，就是观众在参观完后，可以到留言处留下自己的感受和提出宝贵的意见。让这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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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成为孩子们心中一块有吸引力的地方。 

展览也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举办各种与爱国主义相关信息档案资料的综合

展、巡回展、网上展和开辟宣传橱窗等多种形式的展览，开发档案研究信息资源。联合办展，采取“多

参与、多协作”的举措，以期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扩大影响。辽宁团省委青运史研究室、沈阳团市委、

苏家屯团区委联合主办了“百年青运——中国青年运动”大型展览活动，研究室为展览积极提供有关档

案资料和实物。充分发挥研究室的社会教育功能，加大这些部门接收和征集工作力度，整合和开发档案

研究信息资源，创新服务机制，研究室认真负责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为资料提供更加准确的依据，主

动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地为社会宣传爱国主义教育。 

省青运史编研成果较集中地反映了辽宁团省委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社会热点等问题，具有较强的

时代性和现实意义，生动活泼,是对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教材。近年来，根据社会需要，针对

青年运动发展的特点，先后编辑出版了这些专题汇编成果，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反映了辽宁青年运动

的发展历史和和重大历史事件，成为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了解辽宁青年运动发展的第一手历史资料。

特别是图文并茂的《辽宁省志·共青团志》的出版发行，对于弘扬传统文化，建设先进文化，开展本省

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增进全国人民对辽宁共青团事业的过去的了解，也更加热爱今天的社会，具有积极

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1994年中共中央颁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强调：“爱国主义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

年”。中共中央2004年颁发的《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充

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作用”。这次展览在第一时间向沈阳市苏家屯的中学发出邀

请，同时指派专人负责接待讲解。展览开展期间，不少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参观，受到了一致好评，从而

使青少年受到了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由于市内的学校距离展览地较远，不便于组织大规模的参观，展

览下一步就将其中适合青少年特点的部分制成活动展板，派工作人员送展上门，相信会收到良好的社会

效果。 

这次展览的另一大特色是两名青年志愿者的加入。他们是两名年纪在30多岁的青年收藏家——詹洪

阁和王强，他们虽然出生在70年代，但却有着丰富的收藏阅历，而且对中国的历史怀着深厚的感情，这

次他们也无偿地献出他们的宝贝，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历史资料告诫当代的青少年——爱国为己任，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 

档案研究信息资源展览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决定性工作，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这次展览的成功举办在如何更好的发挥研究室的作用，使

研究室的编研成果更好地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作用方面开创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徐林：共青团辽宁省委青运史研究室讲师 

（原载《中国青运史辑刊》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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