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博物馆共同体实践教学基地教案

京华战火下的爱国先驱

——做忠诚的爱国者

邓 喆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丽君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2024 年 2 月 28 日



目录

一、实践教学主题 .....................................................................................1

二、建议适用课程或年级 .........................................................................1

三、教学目标 .............................................................................................1

四、教学内容 .............................................................................................2

五、教学重难点 .........................................................................................2

六、教学创新点 .........................................................................................3

七、教学过程 .............................................................................................3

八、课后思考题 .......................................................................................12

九、参考书目 ...........................................................................................13

十、教学反思及建议 ...............................................................................13



1

京华战火下的爱国先驱

——做忠诚的爱国者

邓喆 张丽君

一、实践教学主题

本次实践教学以“做忠诚的爱国者”为主题，带领学生

走近京华战火下的爱国先驱，使学生从革命先辈抛头颅、洒

热血的英勇事迹中体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厚植

爱国情怀，激励学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二、建议适用课程或年级

适用大学一年级本科生。

三、教学目标

1.价值塑造目标：通过对近代中国革命先辈的爱国事迹

的讲述，引导学生明确爱国主义是一种深厚的民族情感，树

立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坚定立场，始终将爱国主义

要求贯穿于生活中，化爱国之情为报国之行。

2.能力培养目标：引导学生理解爱国主义的本质是爱国

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辨别当前社会中的伪爱国现象。

3.知识传授目标：引导学生从近代中国革命先辈的爱国

事迹中了解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和抗

战史，掌握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

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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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内容

本节课主要依托首都博物馆重新布展的“中华文明的有

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的近代史部分，选取其中突出的

革命先辈，讲述其爱国事迹，引导学生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做好忠诚的爱国者。

1.首都北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教

师通过讲述李大钊、毛泽东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

及其爱国行动，激励学生以他们为标杆，将爱国情怀转化为

实际行动。

2.首都北京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孕育地之一。通过讲述革

命先辈们创建中国共产党时的艰辛历程，引导学生提升对中

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做到知史爱党，自觉听党话跟党走。

3.首都北京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热潮，涌现出很多爱国将

领。教师通过讲述他们救亡图存的英勇事迹，鼓舞学生坚持

维护祖国统一。

4.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史、中国共产党历

史和抗战历史，阐释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五、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结合近代中国革命先辈的爱国事迹讲清爱

国主义的内涵要求，阐释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鼓舞

学生厚植爱国情怀，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判断，勇于抵

制不爱国、伪爱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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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难点：理解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理解伟

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六、教学创新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工作时强调“一个博物馆就是

一所大学校”。引导学生参观首都博物馆，对于讲好“大思

政课”具有重要意义。本课程的创新点如下：

1.本课程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采用实践教学模

式，将思政课堂转向博物馆这一社会大课堂，着力打造沉浸

式思政课堂。“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正如习近平所强调

的：“‘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

把思政课的理论内容和近代中国革命先辈的爱国实践结合

起来，有助于提升思政课讲道理的实效性。

2.本课程以“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

的近代史部分为依托，以在北京开展爱国运动的革命先辈为

切入点，学生通过参观学习近代中国革命先辈及其爱国事迹

等史实，有助于理解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并能够更加直观

立体地感知爱国主义精神，清楚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

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树立家国情怀，担当社会

责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勇争先，

投身改革创新实践，做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

七、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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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导入（2 分钟）

以毛泽东同志关于爱国主义的论述（“爱国主义的具体

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导入，引出近

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启发学生思考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

主题。

教师讲解：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形成了“改造中国与世

界”的思想。“改造中国与世界”，就是坚持把社会主义与国

际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长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相结合，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宏大而深刻

的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这个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

主义革命和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走向现实，也

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

写下《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这篇文章，提出“爱国主义的

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可见，爱

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今天，让我们

走进首都博物馆，来到“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

陈列”的近代史部分，穿越回近代中国，看看革命先辈们为

救亡图存做了哪些努力，他们是如何做好一名忠诚的爱国者

的。同时，请同学们带着问题参观学习。近代中国爱国主义

的主题是什么，新时代爱国主义的主题又是什么？

（二）环节一：思想觉醒——找到中国革命的思想指引

（12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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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学生参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

陈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部分。

教师讲解：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不少仁人志士

从器物、制度上探索出路，但都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一声

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

进方向，使正在黑暗中艰辛探索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希望

的曙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北大红楼

和“亢慕义斋”为主要基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深入

工人群众，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

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李大钊带来了马克思主义，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条件。首先请同学们观看纪录片。

学生观看纪录片。

教师提问：看了纪录片，我们了解了李大钊为革命献身

而颠沛流离，也看到他逐渐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那么，同学们知道哪篇文章标志着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转变

为马克思主义者吗？

学生思考并发言。

教师引导学生参观“播种者”李大钊部分。

教师讲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正是李大钊

一生的真实写照。李大钊是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

动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

察和认识国家命运的工具，引导一批先进分子成长为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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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条件。在李大钊看来，

马克思主义是照亮中国前进道路的明灯。1917 年，俄国十月

革命的胜利让他备受鼓舞。两年后，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

主义观》，这是中国最早的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之一，

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

主义的基本原理，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该文

的发表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

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1920 年 7 月，李大钊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他先后在北京大

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通过大学讲台宣传马克思

主义。1919 年 5 月 5 日，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晨报》副刊

增设“马克思研究”专栏，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了解并接受

马克思主义。1920 年 3 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罗章

龙等秘密组织成立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的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研究会在北大二

院建了一个收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小型图书室，即“亢

义慕斋”，有共产主义小室之意，并培养了一批具有初步共

产主义思想的青年，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做了重要准

备。

这一时期，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1919 年 4 月，毛泽东从北京回到湖南，领导驱逐军阀的运动。

12 月 18 日，毛泽东作为驱逐运动主要领导人，率团赴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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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在京期间，毛泽东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他产

生了巨大影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到来和传播，使中国革命逐渐找到了曙光，马克思主义也成

为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思想。

（三）环节二：知史爱党——坚持党的领导（10 分钟）

教师引导学生参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

陈列”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部分。

讲述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做出的努力，

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革命报人邵飘萍、中共

早期领导人高君宇、王荷波等革命先驱的爱国事迹。引导学

生了解党的建立历史，感悟建党精神，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教师讲解：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紧密

结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1921 年 7 月，党的一大宣告了中

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

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

趋势。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来之不易。1920 年 2 月，李大钊扮做

商人帮助陈独秀秘密出京，护送他到天津。随后，陈独秀去

了上海。途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了建党的问题，与陈独

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1920 年 10 月，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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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小组”，逐渐形成“南陈北李，相约

建党”的格局，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奠定基础。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缪伯英，她是李大钊亲自介绍入党

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她在李大钊引导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

思想的知识分子，在 21 岁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

员，扩大了我们党的党员基础。在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她

就投身于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中。1925 年，“五卅”运动爆

发后，即使缪伯英已临近分娩，却终日奔忙，指导各校女学

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女子募捐队”等，

夜以继日奔走于大街小巷宣传爱国与革命。1927 年，缪伯英

奉调上海，以华夏中学物理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紧张繁重的革命工作，艰苦的生活环境，使缪伯英食无定时，

居无定所。1929 年 10 月下旬，积劳成疾的缪伯英感染上了

伤寒，被送往宝隆医院抢救，因医治无效，不幸溘然辞世，

年仅 30 岁。缪伯英还在病危时拉着何孟雄的手说道：“我既

以身许党，就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辞世，未能

战死沙场，真是憾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

若续娶，要善待重九、小英两儿，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说完，年仅 30 岁的缪伯英带着对党的未竟事业的遗憾和对

亲人的深深眷恋离开了人世。

讲述高君宇、邵飘萍、王荷波等人的爱国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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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总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始终为着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

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实现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没有中

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如今的美好生活，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

拼搏、不懈奋斗，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舍生取义、英勇献

身的结果，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献身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中。

（四）环节三：团结抗战——坚持维护祖国统一（10

分钟）

教师引导学生参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

陈列”的“烽火京华”和“全民族抗战爆发”部分，讲述吉

鸿昌将军、赵登禹将军等人的爱国事迹，引导学生体悟我国

和平统一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坚定维护祖国统一。

教师讲解：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

后，中国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日本侵略逐步向华北

地区扩展，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但中华民族得到了空

前的觉醒和团结。九一八事变及时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中

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在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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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迅速提高，并付诸

实践。随着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民族团结也日益增强，国

共两党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强，有力的促进了两党的再次合

作，从东北地区到西北地区，最后发展到全中国，终于开创

了团结御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局面，实现了

民族大团结。

引导学生来到吉鸿昌将军的展板前。

教师讲解：革命岁月英雄辈出，他们肩负民族的命运，

将自己的生命贡献给革命事业，奔波劳累，无怨无悔，只为

了心中的理想与正义。革命的成果，是一代代人用鲜活的生

命换来的，吉鸿昌将军就是这些革命力量中的一份子。在轰

轰烈烈的革命岁月，吉鸿昌始终坚持在抗战武装的第一线，

始终走在革命一线的吉鸿昌受到了爱国群众的拥护，但最终

却遭到了军统特务的暗杀，被捕至敌营。他想到组织会派人

前来营救，但此时冒险进行营救必会造成损失。于是他让组

织放弃营救，做好了殉难的准备。当特务告知他“立即枪决”

的消息时，他丝毫不畏惧，只问道：“何时处决？”好男儿

从不惧怕死亡，遑论为国殉难！吉鸿昌被枪决时没有背对枪

口，也不愿站立着接受枪杀。吉鸿昌是一名硬汉，他即便是

死，也一定不愿倒下，不愿死的不明不白。最后，吉鸿昌坐

在椅子上，面对着枪口被枪杀。他用行动诠释了自己舍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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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誓言：“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

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

引导学生来到赵登禹将军的展板前。

教师讲解：赵登禹将军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第一位以身

殉国的师长。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向

我军发起进攻，时任 29 军 132 师师长的赵登禹将军奉命坚

守南苑。面对生死存亡，赵登禹将军决定与日寇决一死战，

面对小鬼子疯狂的进攻，赵登禹将军血战二十余天，坚守不

退。7 月 28 日，132 师在向北平转进时，由于被自己的亲信

参谋周思靖出卖，赵登禹将军遭遇日本伏击，壮烈殉国，年

仅 39 岁。

教师总结：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

在。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陕北发出全国通电“平津危

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

我们的出路”。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民族解放战争，无数革命先辈前赴后继、舍身报国、团

结奋战，才赢得了胜利。这启发我们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

坚持维护祖国统一。

（五）总结与反思（5 分钟）

1.总结回顾上述内容，阐释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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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讲解：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祖国的命运和党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密不可分。当代中

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

统一。邓小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有

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

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

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

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

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我们爱的“国”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只有

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坚定不移跟党走，奋

力建功新时代，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

2.教学结束后，教师邀请学生就课程内容分享学习收获、

感悟体会，对教学进行深入反思。

八、课后思考题

1.请结合本讲内容，进一步谈谈你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理

解。

2.如果你穿越到上个世纪，你希望成为哪位爱国先驱？

谈谈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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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时代下，如何做好新时代忠诚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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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学反思及建议

在讲述革命先辈爱国事迹时，要注意话语表达，既要客

观规范，正确传递史实，又要生动活泼，抓住学生眼球，同

时，要注重学生反馈，不断改进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