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爱国教育社会实践活动调研报告

财政税务学院　曹静韬

２０１５年７月９日到１２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７０周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会
组织中青年教师赴南京，进行以爱国教育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作为财政与税务

学院的代表，参加了学校工会组织的活动。三天的时间里，在校工会领导的统一安排

下，我和其他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同事一起，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雨花台烈士陵园、周恩来纪念馆等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一、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７月１０日上午，我们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从车窗中眺望，纪念馆大门前已经
排了很长的队伍，在一系列的先人塑像前面我们排着队，缓慢地向馆门趋近。进入纪

念馆，眼前犹如铺展开来一张黑色的帷幕，一级一级的台阶好像将我们从新送入７０多
年前的炼狱一般。地板、墙壁都是黑色的，氤氲的瘴气伴着忽闪忽灭的点点霓虹在

“万名墙”周围弥漫。

穿过屏障，“人类的浩劫”几个触动心弦的石刻大字呈现在眼前，如同千斤巨石压

在我们胸口。陈列馆里昏黄的灯光，照在残留的日军头盔、服饰、武器上，日军当年发

放的“良民证”，焚烧遇难者尸体用的汽油桶，“支那事变纪念章”，残害南京市民的铁

钉，抢劫财物毁坏的木箱，１６４４细菌部队使用的手术剪刀和证章，慰安所日军题字
墙……向世人揭露着日军的滔滔罪行。

顺着人流经过模拟场景，“万人坑”场景的模拟再现让人震惊不已。３０万人死于
非命！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流弹声，声嘶力竭的呼救声……让人不由得情绪激动，痛恨

日军的罪行，痛心同胞的无辜惨死！

穿过长廊，来到醒目地刻着“３０００００”的标志性的石刻前，这里记录着后人整理的
被屠杀者信息。这个石碑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中华民族由弱

转强的历史性标志，中国人民不再屈辱地活着。

昏暗的灯光逐渐转明，一个长宽约十几米的巨型书架立在过道旁，里面珍藏着历

史证据以及资料，让人叹为观止。从过道出来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那个“滴水

一瞬”，寓示着平均２４秒钟就会有一个中国人被杀害，一个星期之内３０万生命就灰飞
烟灭了。那“嗒嗒”的滴水声，掷地有声，敲响了生命的警钟，让人们记住了血淋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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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感悟到生命的可贵。

看完了屠杀馆，坐在大厅里歇歇脚，那波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要谴责那些

屠杀中国３０万人的历史罪人，相信我们３０万同胞哀怨的灵魂永远会让你们坐卧不
安！历史可以冷却，但不可忘却！走出屠杀馆，阳光依旧明媚，虽然心情沉重，但我们

不能让乌云遮掩阳光。那些沉重的历史不可忘却，继往开来的脚步也从未停歇。少年

强则国强，肩负着建设社会与国家的使命的我们，不能总沉浸在痛苦的历史中呻吟，化

悲痛为力量吧，努力工作与奋斗，将历史中的斑驳陆离洗涤。

国弱挨打，百姓遭殃。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古

代文明，长期雄居于世界的东方。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开始后的一百多年，中国处在西方
列强的蹂躏之下，跌进了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

之所以敢于数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和国力

积弱不振。

中国近代历史上历次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经济技术落后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根本的原因则是政府的腐败。邓小平曾说：“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

败，受到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近代中国落败的内在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

明的关系。以中国近代为例，一开始，我们自以为天朝帝国最伟大，中华文明最先进。

当与西方先进文明发生碰撞，并受到重创后，我们仍既想学习、吸收和借鉴先进文明，

又不想抛弃自己固有的、已经过时的、不合时宜的一些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其中，最典

型的说法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南京大屠杀带给人们血的教训是，在法西斯侵略者面前，引颈就戗和任何形式的

懦弱，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丧钟为不幸的逝者而鸣，也将为忘记苦难、失去精神信

仰的民族而鸣。不要让大屠杀纪念馆仅仅作为一个景点而被人铭记。

二、参观雨花台烈士陵园

７月１１日，我们来到了雨花台烈士陵园。雨花台烈士陵园位于江苏南京中华门
外雨花台，是新中国规模最大的纪念性陵园。烈士就义群雕、纪念馆和纪念碑是主要

纪念性建筑。整个陵园苍松似海、翠竹成林。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叛变革命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雨花台变
成了国民党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爱国人士的刑场。这２２年中，约有近１０万的共产
党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革命志士、爱国人士在此被杀害，这里撒满了烈士的鲜

血。１９５０年，南京人民为了纪念革命先烈，在这里兴建了雨花台烈士陵园。
陵园位于南京城南１公里的雨花台丘陵中岗，面积１１３公顷。１９２７—１９４９年，约

有１０万革命志士殉难于此。邓中夏、罗登贤等烈士都在这里英勇就义。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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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成立后，为缅怀革命先烈，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此建立革命烈

士陵园。１９８８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该陵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陵园中间为主堡，有着四层重檐。正门馆名由邓小平题写。墙外面及地坪贴铺花

岗石，朴素庄严。馆内陈列着烈士的遗物、遗像和文物史料。站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

听着主持人说：“低头为革命战士哀悼。”我郑重地低下头，听着哀乐，心中想起了革命

烈士为了创造今天的美好新生活而牺牲生命，望着脖子上正在飘扬的红领巾，想起这

是国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染成的，他们的生命虽然失去了，但他们的精神却永

远留在我心中。在烈士纪念馆，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听取了革命烈士的先进事迹，并

观看了馆内陈列的烈士遗物、珍贵图片和文献资料，心灵经受着巨大的震撼。这些伟

大的革命先烈们，就义的时候还是那么年轻，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能够义无反顾地英

勇前行。在奉献自己的生命时，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而是恪守共产党人

的气节，一心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鞠躬尽瘁。照片上他们的稚嫩却坚毅的神情，一直

深深印刻在我们心底。

纪念馆外，是优雅的烈士陵园风景区。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但在这块埋葬着无数

先烈的土地上，我们始终步履蹒跚，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黑暗统治的腥风血雨中，先

烈们表现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弘扬的革命军人核心价

值观的集中体现；他们在共产主义事业中的献身精神和不屈意志，正是我们始终要树

立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为了民族解放事业，顶住各种威逼利诱和严

刑拷打，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正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革命遗志和远大理想。

我们要记住历史，一个不知道自己历史的民族，其后代是无比羞耻的，一个不能担

负起自己历史责任的民族，其后代是愚昧的，这参观是挖掘，是追忆，是心和心的交流，

是灵魂与灵魂的碰撞，这种形式要持续发扬下去。光辉的思想是不朽的，英雄的鲜血

是不能白流的，历史的长河里闪耀着无比灿烂的精神光芒。继承、发扬、光大，是我们

中华民族永不丢弃的遗产。

三、参观有感

参观完这两个纪念场所，我有太多感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有一幅字让我印象很深，写的是“不要让硝烟追逐孩子的眼泪”。简单的１２个字，
却能代表许多人心中的想法！他们不想再有战争，不想再有硝烟，在每次战争中受害

最多的都是无辜的人民，和平是人们共同的心愿。他们所希望的只是孩子能够了解中

国曾有这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他们所希望的只是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而不是增

添他们的仇恨，希望他们能够正视这段历史，毕竟中国的未来是要靠他们的。我明白，

我们要做的不是学会仇视日本，不是毫无理由地抵制日货，这样我们则忽视了我们去

凭吊的真正目的，我们所领会到的应该是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们要富国强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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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和平，我们不愿欺侮他人，然而伟大的中华民族却再也决不容许他人欺侮！

在雨花台烈士陵园，被杀害的烈士大多数都正值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时代。当这

些仁人志士孜孜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时与中国共产党相遇，改造中国社会的路径和光

明前景便展现在眼前。为了坚守自己的信念，当他们面临生存或者死亡的抉择时，他

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牺牲。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他们那种抱负天下的青春意

气，那种扶危救国、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人类历史何其漫长，个人生命又何其短暂。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短暂的生命辉映漫长的历史，虽然那些生命猝然中断在雨花台，

但他们却将青春熔铸到扶危救国的历史使命中去，也由此获得永生。在每一个雨花台

的黎明与深夜，如果我们仔细倾听，一定能听到雨花台传来的歌声，那是无比圣洁的青

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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