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红色文化 江西红色革命文化心得体会
(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江西红色文化篇一

在踏上江西这片红色土地之前，我对红色革命文化的了解只
是一些模糊的印象，例如：毛泽东、长征、井冈山等等。但
是，在这里生活和学习的经历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江西红色
革命文化，也对它有了更多的感悟。

首先，红色革命文化的魅力在于它的人文精神。在参观革命
博物馆和烈士陵园时，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红色革命先烈们顽
强的斗争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他们是用生命守护理想信念
的伟大先遣，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代接续前行。

其次，红色革命文化的魅力还在于它的历史价值。江西是红
色革命的发祥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更是红军的诞生地。在
这里了解革命的历史、了解红军的建设、感受革命战争的氛
围都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历史感受。

最后，红色革命文化的魅力还在于它的艺术价值。《夜泊牛
渚怀古》的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江西民歌《哪吒》中
传承了红色革命文化中的战斗精神和爱国情怀。

总之，江西红色革命文化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它植根于
江西这片热土，融入了江西人民的血液、灵魂和文化中。我
们必须珍视并传承这种文化，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红色革命



文化的魅力，在其基础上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和奋斗精神。
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不断前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江西红色文化篇二

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江西红色革命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时间的学习和研究中，我
对江西红色革命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下面，我
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江西红色革命文化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财富。这种文化
是江西革命遗产的象征，它凝聚着革命先烈的血和汗，是孕
育了新中国初期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的基石。它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凝
聚民族精神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江西红色革命文化是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江西作为
中国红色地区的代表之一，具有丰富的革命历史和文化资源，
江西革命遗址景点、红色记忆馆等众多文化建筑，是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江西红色革命文化，
就是承续革命先烈的事业，是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
保障。

再次，江西红色革命文化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江西红色
革命文化凝聚了无数的英雄人物和革命事迹，这些事迹是一
面面旗帜，激励着广大青年追求真理、勇攀高峰，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未来，激
励着我们勇敢前行。

最后，我们要积极弘扬江西红色革命文化。要尊重历史，强
化文化自信，以更高的姿态、更明确的态度来回应江西红色
革命文化的时代要求。同时，要把江西红色革命文化的宝藏
挖掘出来，让其历史气息、特色文化得以传承下去。同时，
我们也要学习原汁原味的革命精神，让其在新时代的历史舞



台上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江西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精神财富。
我们要以更加崇高的姿态、更加自信的态度，挖掘江西红色
革命文化的力量，让它成为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和民族凝聚
的精神纽带。

江西红色文化篇三

从岷山到草地，从瑞金到湘江，从遵义到延安，二万五千里
的长途跋涉，红军保存了有生力量，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战略
性转移，剑锋直指日寇，血染华北，挽救民族于危亡。

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xxx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有一句关
于红军长征的话：“从福建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
陕西北道路尽头为止。”这个“福建的最远的地方”__长汀
县南山镇中复村。中复村是长汀松毛岭下的一个小村庄，它
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一曲光照千秋的赞歌。在第五次
反“围剿”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中复村、松毛岭这片土地成为
光荣的红色圣地。在这里，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与数倍于
我军的xxx精锐部队血战七天七夜，以伤亡6000多名生命的代
价，为苏区中央机关、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赢得了宝贵的集结
和转移时间.

红军故事催人泪下，几百年前，中复村被称作钟屋村，村中
的观寿公祠是钟氏祠堂。同时也是松毛岭保卫战总指挥部旧
址。1__34年__月30日，在观寿公祠这座400多年的祠堂前，
聚集着数千红军。他们举行誓师大会，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
万五千里长征。“得知红军即将转移的消息，乡亲们冒着绵
绵细雨，拿着鸡蛋、花生、地瓜干、草鞋、布鞋，从四面涌
来送别自己的亲人。

在众多生离死别的故事中，赖二妹和钟奋然的故事最是让人



动情。新婚夜刚过就送别丈夫的赖二妹，__个月之后产下遗
腹子，除了上山砍柴，含辛茹苦地养活独子，赖二妹大部分
时间__坐在自家门槛上痴痴等待丈夫的归来。没曾想这一
等__30年，自家的门槛被她坐出了一道深深的凹槽，等来的
却是丈夫战死沙场的消息。赖二妹含着泪给丈夫修建了一座
衣冠冢，棺材里放的是她每年给丈夫做的新衣裳和鞋子。一
年一套，一共30套。衣冠冢正对自家大门不足50米，赖二妹
依然每天坐在门槛上遥望衣冠冢，近一个世纪坚贞不渝的思
念与守望，直到她__5岁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当年的遗腹子钟
开衍如今已是80多岁的老人。他依然记得母亲当年修建衣冠
冢时在墓碑前给父亲说的话：“然哥，你的儿子已经成人，
我带他来看你了。”钟开衍一门有四位烈士，他的叔公、大
伯以及大伯的两个儿子全部为革命事业牺牲。这样的红军故
事在中复村比比皆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为了让后人更好地牢记那段历史，与中复村仅有几里之遥的
长窠头村，有一位耄耋老人钟宜龙，自掏腰包办了一个红色
家庭展。展馆门口贴着一副他自己写的对联：若要红旗飘万
代，重在教育下一代。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让现
在的孩子学村史、颂党恩、跟党走，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
”万里长征路，是人类超越自身极限的经典。其中的血雨腥
风、艰苦卓绝是和平年代的学子难以想象的。险恶的环境，
粮食的短缺，后有追兵，前途漫漫。每一条都足以让人恐惧
和绝望。红军从艰难险阻中一步步走来，走向了光明和胜利。
而长征留给后人的，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它蕴藏着一种
精神，一种人类永恒追求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我们回顾长征历史，不
是为了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而是为了不忘初心，增
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继承革命
传统，高举长征精神的伟大旗帜，不怕牺牲，不怕艰难，在
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谱写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江西红色文化篇四

近年来，“红色教育”逐渐成为了全国教育改革的热点话题。
在这种大背景下，“江西红色文化课堂”作为一种重要
的“红色教育”形式，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最近，
我也有幸参加了江西红色文化课堂的授课，对于其中的学习
体验与收获，我将在以下文字中进行详细阐述。

二、理论课堂的收获

首先，对于我们学生来说，理论学习是最为基础的。在江西
红色文化课堂的授课中，我们深入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等理论知识。这些知识的深入学习，不仅让我们认识到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涌现出来的新思想新理论对于人类进步的
作用，还让我们学会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此外，长期以来的
“学习残缺”也在这样的课堂学习中得到了弥补，我们更加
清楚地认识到学习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将其焕发出的实际价
值进一步发挥出来。

三、红色精神的传承

红色文化，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课堂中，我们也学习
到了江西省内发生过的红军长征、南昌起义等重要历史事件，
感受到了江西红色文化的独特风采。同时，课堂上我们也深
入探讨了革命先烈为了民族和人民利益不言而喻的英勇事迹，
学习了他们崇高的精神品质。这些都是我们学习日常生活中
无法接触到的宝贵财富。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课堂学习过
程中，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红色精神传承的责任与义
务。

四、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

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自律、自我约束，也
可以让我们在不同领域中更加出色。在江西红色文化课堂中，



我们认真学习Marx思想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对
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样奋斗
的课堂氛围下，我们深深激发了自身的工作热情和学习热情，
这都是红色文化课堂对我们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

五、全面的人才培养

江西红色文化课堂的授课不仅仅是对于理论的学习，更多的
是对我们的全面人才培养。在这里，我们可以学到社交礼仪、
公民素质等多方面的知识，更加综合地展现出我们谦虚、勇
敢、努力和敬业的精神面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实现人生价
值的关键。

六、结语

总的来说，江西红色文化课堂的是一个全新的教育思想。通
过这样的教育，我们可以更好地学到理论、传承红色精神、
培养人才素质，同时也激发了学习热情。在未来的生活中，
这样积累的宝贵财富将是我们前行路上的重要基础。

江西红色文化篇五

贯穿历史过往的红色精神，直至今日，仍高举旗帜，挥舞着
旗摆，指引方向。

跨越时空的隧道，穿越时空之门，我们回到过去，在祖国壮
丽的河山中，无处不闪烁着革命红色的光芒，无处不印记着
红色革命的脚印，我们被这红色所征服，感叹他们的伟大，
感叹英雄们的红色精神。

“怕死就不当xxx员！”一位15岁女孩坚定的声音回荡在耳边，
一个花季少女的年龄，诠释了坚强的深刻含义。她——刘胡
兰，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不顾自身安危，无畏中包含着多
大的决心与毅力，xxx亲自为这位少女题词“生的伟大，死的



光荣。”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各地的抗敌战争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了，广大人民一呼百应，
刘胡兰倒下了，夏明翰撑起了红色革命的一片天。还有万里
长征、卢沟桥事变的无数流血牺牲，“没有xxx就没有新中
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和平是一切外
交关系的基调，虽没有纷乱的战争，没有血流成河的牺牲，
却也有无数的红色精神。“工匠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历史
长河中孕育的新生命，他们的“钉子”精神成为引领当今社
会的旗帜，他们的坚韧、不辞辛劳的奉献，精益求精的钻研
精神，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应当浸进骨子里的东西，每一个中
国人都应是这种精神的承载者、传播者、践行者。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尺之台，起于垒土。”中国梦的实
现也是如此，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去建造中国梦的基石。

王峰，火海救人英雄。纵使浓烟埋没了整栋楼房，纵使一千
多度的高温，王峰依然在发现火情之后义无反顾的三次冲进
火场救人，在他三次从浓烟滚滚的火海出来时，王峰已快被
烧成“炭人”，浑身都是黑的，神智已不清醒，从住处到邻
近的路口，都留下了他血染的脚印。因为王峰没有犹豫，没
有退缩，用生命助人从火海中逃生，二十多位邻居无一伤亡。
小巷中带血的脚印，刻下你的无私，烙下你的无畏，高贵的
灵魂浴火涅槃，红色精神在人们心中永生。

支月英，扎根乡村三十六年的最美教师，1980年，只有十九
岁的支月英不顾家人反对远离家乡，只身来到离家两百多千
米，离乡镇四十五千米，海拔近千米且道路不通的泥洋小学，
成了一名深山女教师，三十六年来支月英坚守在偏远的山村
讲台，教育了大山深处的两代人，她跋涉了很多路，吃了许
多苦，但给孩子们的都是甜，坚守才有希望，这是她的信念。



三十六年绚烂了两代人的童年，时光花白了你的麻花辫，但
红色精神始终坚守在深山。

正是这些无畏的英雄，撑起了整个中国梦的进程，这些舍己
为人的优秀精神，正如数十年前一场场的红色革命般汹涌，
无论十年、百年，这些红色精神依然在我们心中永驻，在我
们血液中流淌。

面对未来，我们应当继承这些红色精神，为中国梦的实现尽
我们所能，让红色精神永远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