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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瞻仰了井冈山烈士纪念碑后，李齐虎更加坚定了去做西部志愿者的信

念。 

  李齐虎是布依族，来自贵州农村，家境贫寒，父母是残疾人，弟弟妹妹都在

读书。 

  今年 7月，他和贵州民族大学的小伙伴们在井冈山参加了大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这次实践活动改变了他的一些想法。 

  “以前总觉得生活很苦，有很多抱怨，井冈山艰苦奋斗的精神给了我很多启

示，只要有这种精神，我一定能成功。”李齐虎说，在求学路上，他得到过来自

社会的很多帮助，他决定毕业后去做志愿者回报社会。 

  今年暑假，团中央学校部、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联

合组织了 2014年“井冈情·中国梦”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季大型主题活动，来

自全国 114所高校的 2412名大学生参加实践。这次暑期实践活动，成为大学生

们铭记和感悟井冈山精神、接受思想洗礼的信仰之旅。 

  南京审计学院益暖社学生负责人李猛的感悟是，过度的物质追求让我们迷失

了自己，精神上的满足才能让我们更快乐。 



  正如李齐虎所说，井冈山之行不是直接教给我们什么，而是让我们用心体会

到了什么。 

    在兴趣中寻找目标 

  今年 5月，一则关于征集“井冈情·中国梦”大学生暑期实践团队的公告出

现在全国各高校，大学生可以参照井冈山基地暑期实践的整体安排，按照兴趣自

主设计实践主题申报课题。 

  这种“自主式申报，课题化运作”的模式，吸引了广大学生。 

  福建师范大学有 7个学院参与项目申报，组建了 5支实践团队，关于“井冈

情·中国梦”暑期实践季的讨论话题在学校一时成为热门话题。数学与计算机学

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郭躬德教授亲自带领学生、学科带头人组建实践团队。 

  “我们可以不受限制，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李齐虎说，他提出用自己

所学版画专业制作开发井冈山旅游产品，召集平面设计、传媒、旅游、汉语言文

学等多个专业同学组成团队，利用各自专业特长，分工合作，研究创作如何把井

冈山著名景点做成版画形式的印戳。 

  江苏大学则依托成立两年的新农村研究院，计划在井冈山做一次新农村建设

的调研活动，推动当地的新农村建设。 

  江苏大学学生徐涛认为，把学习革命传统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这样的活动

很接地气。为此，他们整整准备了一个月，收集了井冈山农村文化、经济、卫生

等方面的大量资料，设计调查问卷，推敲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文艺骨干们选择以“井冈山红色革命故事采写及艺术

化演绎探索”作为课题，准备以井冈山斗争史为蓝本，打造一台集知识、趣味、

艺术于一体的专场诗文、话剧和古典舞演出。临行前十多天，学生们不知疲倦地

忙碌——写脚本、画图纸、借服装、集装备。回忆起那段“打鸡血”一般的日子，

大二学生王丹说：“大家对井冈山充满向往，也始终相信自己一定能获得最华丽

最夺目的成果。尽管大家每天都睡不够，却都很快乐地享受着这一切。” 



  据统计，活动申报阶段共收到来自 353所高校 873个实践团队的申报材料，

报名总人数达 1.5万人。申报团队在师资、设备、技术等方面都得到了学校的大

力支持。 

    在体验中感知井冈山精神 

  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暑期实践季课堂注重学习和实践过程

中的参与性、互动性、学员自主能动性的发挥。体验式教学让大学生对革命传统

教育有了全新的认识。 

  来自新疆大学的维吾尔族学生妮格拉·阿不都伟力对“最热闹”的情景模拟

课“三湾改编”念念不忘，“这堂课让我们发现党史学习也可以很有趣，改变了

党史学习原来‘高大上’的距离感”。 

  “三湾改编”的高潮在历史教学之后的互动环节。在授课老师引导下，学员

们仿效“三湾改编”的做法开展班级团队建设，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班长、宣传员、

炊事员、卫生员、安全员、士兵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且自己设计班级名称、

口号并制作班旗……这门课在基地受到不少学员热捧。到了角色分配和展示环

节，课堂气氛更加热烈，每一名同学都有事可做，每个人都全身心融入团队之中。 

  最受大学生欢迎的课程是“红军的一天”。学员们身穿红军服，远赴几十里

外的坝上村“户外越野”，模拟当年红军生活与战斗的场景，按照一张标记不全

的地图寻找正确的行军路线，突破山路障碍急行军，运送重达几十斤的装备，到

老乡家里自做红军餐。 

  “这种情景教育带来的思想冲击前所未有。”妮格拉·阿不都伟力的同学李

桂兴说。 

  在体验中感悟，在学习中实践。在身临其境的革命传统教育中，同学们开始

反省自身的不足。 

  学员餐厅里，湖南师范大学的同学们发起“光盘行动”，活动“一呼百应”，

其他高校同学争相加入。有同学进一步倡议“文明就餐”，号召所有学员在用餐

之后自己动手擦餐桌、清洁餐厅。此后，每天晚餐结束，学员餐厅都迎来“集体

劳动”的大场面——数百名学生同时清洁餐桌。 



  实践活动结束后，每个实践团队都提交了一份调研报告，涉及党史学习体验、

专业实践转化、资料收集整理、国情社情考察等四大类题材。 

  李猛和他的团队发现，当地孩子对井冈山的历史并不了解，他们参照国际美

慈、香港童子军的先进理念，融入井冈山红色文化，为孩子们开发设计了十多个

小游戏，为当地农民表演节目。 

  江苏大学团队为渥田村做了一份发展规划，并制作成漫画册和视频，用简单

易懂的方式让农民理解规划的内容。 

  南京艺术学院创作了具有基地元素的创意设计、速写、国画、油画作品共计

52件，录制完成红色歌曲 8首。 

  在 11月 6日举行的 2014年暑期实践季专项行动总结会上，包括江苏大学等

高校团队在内的 30项课题成果和 60支实践团队受到表彰。现场展示的优秀课题

成果中，既有研究报告、剧本、解说词等文字读本，也有动漫、歌曲、微电影、

手机 APP等影音媒介作品，还有各种别出心裁的实物作品。 

  基地管理中心主任刘爱平说：“暑期实践季活动充分融合了信仰教育、素质

拓展、社会实践、生态保护、校际交流等多种教育培训主题，注重基地教育引导

功能和实践环节学员自主能动性的发挥，就是希望同学们把井冈山作为深入基

层、了解国情的大课堂，能够全身心投入，在多方面有所收获。” 

    在实践中思考未来 

  短短 9天的社会实践让学生们经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在“我与红军后代面对面”互动教学课上，听到曾志、袁文才、王佐等老红

军的后代仍旧在当地做农民，李猛简直不敢相信。 

  回到学校，团队每个人都与同学分享了他们的感受心得。益暖社开始筹备关

爱环卫工人的爱心早餐公益活动，在南京两所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开展快乐课后活

动，并把井冈山实践期间的成果融入其中。 

  重庆大学学生杨剑南真正理解了信仰的力量。“为什么那么多人看不见胜利

却愿意牺牲，等不到富裕却甘愿奉献？走进那段难忘的艰苦岁月，让我们懂得了

珍惜，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所坚持的信仰的力量”。  



  学习结束返程的前夜，甘肃政法学院学生彭俊杰在记录本上写下自己的学习

感言：生动、直观的教育方式，融入真实、厚重的历史，带给我一次次心灵震撼、

共鸣和经久的回味。井冈之行是精神的洗礼，是信仰的传递，是青春梦想之门的

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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