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9

总第 204 期  2022 年 3 月  经验交流

红色旅游中的中共党史教育探讨

原旭峰

山西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北京 100000

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不仅记载着党的光辉历史，还体现了党的初心与使命，

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党建精神的核

心。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

基因。21 世纪以来，红色旅游蓬勃发展并且取得了非

常优异的成绩。如今，我国正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前进，在此背景下，必须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充分利用红色旅游资源，弘扬红色文化。在新的历史

时期，要珍惜历史机遇，加强红色旅游与中共党史教

育的融合性，促进红色旅游高质、高效发展，在潜移

默化中让人们理解党史、增强民族自信，丰富人们的

文化生活，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文章

通过概述红色旅游与中共党史的关系以及创新措施，

为落实、发展党建工作提供相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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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色旅游概述

1.1 红色旅游的概念
苏联的“红军”第一次带来了“红色”这个概念，

随后，人们用“红色”来形容进步、进取、革命、正

义等概念，如我国应用的“红色政权”等。2000 年，

我国正式将“红色”与“旅游”两词融合，以江西省

为首，将其推广到井冈山、瑞金等地区，打造具有中

国共产党特色的红色之旅。红色旅游具有中国特色，

在我国发展速度非常快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广受

人们欢迎。在此背景下，红色旅游正式得以推广和宣传。

我国各界学者对红色旅游的理解非常丰富，例如学者

李宗尧表示，立足于革命地区和遗迹开展旅游项目，

并且借此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是红色旅游。此种理

念指出了红色旅游的经济性和教育性。而有学者表示，

在党的领导下，以各个历史时期优秀建设产生的标志

地、标志物为基础，以革命精神为引领，带领旅客进

行参观与学习，从而掌握革命知识、传承革命精神而

开展的旅游项目就是红色旅游。此种理念非常全面具

体，极尽完善。我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红色旅

游规划的《2016—202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

指出，红色旅游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革命建

设时期形成优异成果的纪念地、标志物为基础，以历史、

事迹和精神为引领，开展的主题旅游活动就是红色旅

游。此种理念不仅非常科学、合理，还得到了社会各

界学者的认可，集旅游、学习为一体。

1.2 红色旅游的发展
红色旅游的发展历史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萌

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足于爱国与革命

教育需求，党与政府开始筹划与开发革命老地区、遗

迹等区域，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价值。20 世纪 50 年代

开始进行“毛泽东同志故居修缮”项目，将其建设为

革命纪念地，供游客参观与学习。随后我国政府发布

了关于遗迹保护的文件，要求各地成立文物管理委员

会，保护革命遗迹与文化遗迹；发布遗迹保护清单并

且成立文物保护单位，为后续开展红色旅游项目保存

了很多的红色资源。萌芽时期是以政治性学习为核心，

要求各部门、单位组织参加并且收取相应费用，在旅

游功能方面略微滞后。（2）起步发展时期。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红色旅游也

逐渐步入现代化之路。

1.3 红色旅游的价值
红色旅游具有教育、经济、文化以及历史等价值。

（1）教育价值。通过开展红色旅游项目，以党革命、

斗争的历史为基础，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坚定理想信念，

强化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理解，增强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以红色

旅游为载体，进行中共党史教育，其教育特性和效果

取决于党史教育的内容。改革开放后，虽然我国综合

实力提高、经济蓬勃发展，但是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

仍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念，损害了人

们的身心健康。所以一定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丰富

民族精神，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重要作用。（2）经济



240

经验交流  2022 年  第 3 期  总第 204 期 

价值。我国红色旅游资源的开放与利用容易受所在地

域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发达、经济条件较差等的

限制，但其对地区发展仍有较大的开发和利用价值，

通过开发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能够带动当地产

业发展，提高当地人民的收入，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

（3）文化价值。民族文化是民族身份的表现类型之一，

文化是一个国家立足与发展的基础。红色资源属于民

族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辛、勇敢奋斗的精神。

（4）历史价值。红色旅游资源的背后，是党带领中国

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与建设的历史。

2  中共党史教育概述

中共党史教育是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进行

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经验、成果以

及历史传达给被教育者。开展此类教育活动的目的是

让被教育者了解党从诞生到革命斗争的历程，理解党

的性质、理念、初心、使命以及核心地位等。通过宣

传与普及党的成立、发展的历史，能通过历史得失、

经验教训以及光辉成果来启示与警示后辈。特别是在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如今，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

更需要发挥中共党史教育的作用。

3  红色旅游与中共党史教育的关系

3.1 中共党史教育在红色旅游中的体现

3.1.1 指导方针

各地区在进行红色资源开发与红色旅游建设时，

非常重视与中共党史的结合性。从红色旅游发展的三

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个发展阶段包括东方曙光、革

命摇篮、万里长征、抗日烽火、走向胜利、民族团结、

伟人风范以及浩气长存八个方面的内容，根据不同内

容的要求，创设不同的主题。第二个和第三个发展阶

段从方针上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加入了爱国主义和自

强不息等精神内容，如雷锋精神、铁人精神、抗灾精神、

奥运精神等，在改革创新的引导下不断优化精神内涵，

体现了党的辉煌成绩以及优良作风。

3.1.2 景区建设

随着红色旅游业不断发展，红色旅游景区也在不

断增多，呈现多量化、精品化趋势。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不同景区立足实际、发挥特色，凸显中共党史教育内容。

例如，四川蓬溪为了宣传旷继勋将军在蓬溪起义的英

勇行为，建设了旷继勋公园。景区内不仅建设了纪念

馆、国防馆等，还树立了旷继勋将军的雕塑，也设置

了休闲设施如青莲池等。此景区兼具文化性、艺术性

和革命教育性，既能满足居民生活、娱乐与休闲的需要，

还能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如今，旷继勋公园成为

四川省国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1.3 内容讲解

开展红色旅游时，宣传、教育中共党史的主要方

式是对游客进行讲解，其既承载着红色旅游的主要信

息，也决定着教育效果。为了促进红色旅游稳定、持

续发展，旅游管理部门要求旅游讲解工作规范化发展，

并且编写了相应的讲解文件、书籍等。以《湖南红色

旅游导游词精选》为例，其涵盖了功能革命区、将帅

烈士、红军光辉成绩等方面，重点讲述了毛泽东、彭

德怀等人的英雄事迹，展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革命斗争状况以及相应的纪念馆情况等。

3.2 红色旅游对中共党史教育的创新
为何红色旅游对中共党史教育的宣传、推广效果

非常好？因为此项目将旅游的娱乐、休闲活动与中共

党史教育的内容、活动紧密结合，创新了教育方法、

途径。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2.1 强化渲染力，深化人们对党史事迹与人物的

认知

列宁曾说：“没有‘人类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

不可能有人类对于真理的追求。”在开展中共党史教育

活动的过程中，失去感情的教育就是知识灌溉，难以

提高教育效果。游客走进红色旅游的景区可以发现，

书本上的图片变得立体、真实，历史中的党史人物变

得鲜活、生动，资料中的文字正以各种形式展现在眼前，

此种感受更加真实、更有魅力。通过观察革命烈士留

下的物品，游览前人存在过的遗迹，精神上会受到较

大的冲击，深刻领悟到先辈坚韧的信念与崇高的信仰。

这种教育方式与课堂教育是不同的，在“亲身经历”后，

人们能感受到中国之胜利来之不易，在潜移默化中强

化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

3.2.2 提升了中共党史教育的趣味性和丰富性

红色旅游具有真实性和实践性，一边旅游一边学

习，将纸面上的文字与片面的信息变成眼前真实的故

事与人物。一些革命景区也会开展红色文化活动，如

唱军歌、吃军饭等，提高游客的参与性，让游客可以

真实感受红军生活与那段艰辛岁月。以井冈山革命区

的红色文化活动为例，游客可以参观革命烈士居住的

木屋，品尝南瓜汤，在此氛围下体会革命烈士为了理

想信念不畏艰苦的精神。相比于传统的旅游活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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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活动更具趣味性，能让游客投入其中。

3.2.3 拓展教育面，丰富教育载体

如今，红色旅游景区数量越来越多，承载游客的

能力也越来越强。将中共党史教育从课堂转向景区，

能扩大教育的受众面，不仅能促进红色旅游业发展，

还能丰富教育载体。除了传统的内容解说，还有诗词

宣传、歌舞演绎等；将耳熟能详的革命诗词镌刻到景

区墙壁上，更富有历史风骨。当熟悉的诗词、舞蹈出

现在眼前时，游客更能感受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给

游客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4  红色旅游推进中共党史教育的措施

4.1 坚持创新，做好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开

发工作
想要进行红色文化教育，必须意识到红色文化资

源的重要性，以此推动红色旅游事业的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必须充分

利用好革命文物资源，保护与建设遗迹、修复文献。

要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协同推进建设红色文化遗产保

护机制。加强各部门与文旅部门之间的合作，落实责

任，开展文物搜集、保护以及管控工作，充分展示各

类遗迹、文物并且配套设置相关设施，根据现实需求

调整保护内容。还要利用社会力量，合力保护红色文

化遗产。要处理好相关部门和景区、当地居民的关系，

发挥各方面的力量。

4.2 落实党史教育，开发红色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

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不断温习党带领全国人民

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能激发正能量。如今，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之际，要通过建设红色文化场

馆等开展中共党史教育活动，强化精神力量。对于红

色旅游，首先，要调控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关系。

在开发红色旅游资源的过程中，生态效益是前提，社

会效益是目标，经济效益是发展动力，三者相互影响、

相互扶持。其次，要通过市场运作，转化传统的政治

导向模式，弱化政策影响，打造真正富有吸引力和趣

味性的红色旅游品牌。要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内

涵，提高竞争力，创新中共党史教育途径。想要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发展优势，既要让游客在接受红

色洗礼的过程中感受党史的魅力，增强精神力量，也

要让游客感到愉悦。要将红色旅游变成集休闲、娱乐

与教育为一体的旅游产品，让其迈入良性循环之路。

4.3 完善红色旅游环节，扩大投入
首先，要多元化发展旅游项目。相比于传统的中

共党史课堂教育，旅游活动让中共党史教育更富有趣

味性。加强党史讲解、党史书刊、党史歌舞活动等与

红色旅游的融合性，寓教于游，充分发挥旅游优势。

开发旅游项目时，应该提高游览与参与的效果，以创

新性为核心，拉开不同红色旅游项目之间的差异，将

静态观看转为动态参与，将展现转为实践，例如。可

以设计舞台剧、歌舞表演等，邀请游客唱军歌、演绎

舞台剧等。并且还可以借助先进的媒体技术以及艺术

形式如雕塑、VR 等，提高红色旅游项目的丰富性和艺

术性。其次，要弱化红色旅游的商业性。虽然红色旅

游也重视经济效益，但是不能忘记发展红色旅游的初

心，要坚持严肃、严谨的态度，强化党史教育功能。最后，

要增加设施投入。随着游客大量涌入，红色景区的建

设压力也在逐渐增加。要增大资金投入，配置相应设施，

兼顾旅游与教育双功能；要立足于游客需求，不断提

高服务水平，完善设施建设。

5  结束语

笔者通过阐述红色旅游项目以及中共党史教育，

从中总结出二者的关系与创新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提

出优化策略，为激发党员干部、社会群众的爱国热情，

坚定其理想信念，树立其正确的奋斗观念奠定基础；

推动我国红色旅游事业持续发展，优化中共党史教育

的方法，提高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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