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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

王世光

摘要：革命与法治具有统一性。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既有学理基

础，又有文件依据。二者的融合既可以在革命传统教育主题下展开，也可以在法治

教育主题下展开，还可以在其他教育主题下展开。在二者融合的过程中，要围绕重

要事件、核心人物、经典故事、典型案例，采用多种形式且易于学生接受的材料，

揭示它们兼具的革命传统教育价值和法治教育价值；要充分重视中国共产党成立至

新中国成立期间的法治成就，引导学生认识新中国成立前后法治建设的连续性。革

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可以促进学生对革命与法治关系的理解，更好地达成

革命传统教育和法治教育的目标，同时也有利于清除把法治与革命对立起来的 “告

别革命”思潮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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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是涉及哲学、法学

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很多

思想家、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但

言人人殊。不同教育者会根据他们对革命与法治

关系的不同理解，去处理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

育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对中国共产党在

不同历史时期领导法治建设的历程和成就，作出

重要概括和论述。据此，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

会办公室牵头组织编写了 《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

大事记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０２１年７月）》（以下简

称 《大事记》），深入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

法治 国、依 法 执 政、依 规 治 党 的 历 史 经

验。［１］编写说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 《大事

记》的编纂，为我们重新理解革命与法治的关

系、重新思考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关系，

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系统的资料。笔者拟从革命

与法治关系、革命传统与法治传统关系的视角，

分析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以就教于

方家。

一、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依据

（一）学理依据

其一，革命与法治。

常识里，人们往往把 “革命”简单地理解为

“暴力革命”，把革命与颠覆秩序联系起来，把法

治同维护秩序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很

容易将革命与法治对立起来。但是，从学理上

说，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修订）》（以下

简称 《注释本》）专门疏解 “革命”一词的含

义，区分了四种意义上的革命，革命既有颠覆制

度的意蕴，也有建立制度的指向。但是，即使对

最基本的政治革命层面的革命的含义，《注释本》

也只是强调它是 “全面的历史革命”，并没有将

它与 “暴力革命”画等号。［２］ “革命的本质常常

被等同于一种暴力和大屠杀的普遍爆发，这当然

是不正确的。革命的本质不是在政治上运用暴

力，而是在根本性质上质疑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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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或权力结构，并最终推翻它”［３］，“革命不止是

成功的暴动”［４］。

法治与革命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

面。很多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对此都有深刻

阐述。

例如，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说：“世界上

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

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

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５］解放

战争期间，毛泽东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

胜。”［６］这句经典名言无意间成为法治与革命统一

性的形象说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又说：

“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

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

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

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７］

再如，伯尔曼 （Ｂｅｒｍａｎ）曾就西方的法律

与革命的关系，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关于西

方法律传统超越革命，即它超脱于曾周期性地席

卷西方各国的巨大而全面的剧变这种信念，正受

到以下与之相反的信念的挑战：法律完全从属于

革命。推翻一套政治制度并由另一套制度取而代

之，导致一种全新的法律。”［８］

又如，强世功对革命与法治辩证法有精彩论

述：“革命既终结旧的法律秩序，又缔造新的法

律秩序，革命乃是法治秩序的守护神，时刻准备

拯救法治秩序。法治既终结暴力，但又以权利的

名义将暴力正当化，将暴力上升为反抗权，从而

奠定了革命的正当性。对于法治秩序而言，‘告

别革命’与其说是意味着拯救，不如说是法治堕

落的开始。”［９］

法治与革命的统一性在我国宪法序言中体现

得十分明显。序言第一段就说中国各族人民 “具

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然后第二段到第六段简明

扼要地描述了１８４０年以后的革命史。宪法的这

一叙事，体现了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可

以说，理解革命，才能更好地理解法治；理解法

治，才能更好地理解革命。从这个角度看，革命

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是相辅相成的。

其二，革命传统与法治传统。

我们国家把革命传统界定为 “中国共产党在

百年历史进程中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中形成的政治觉悟、革

命斗争精神、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１０］，革命传

统从时段上涵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不同历史

时期，不局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全局性的一些重大举措仍然可以称为革

命。例如，“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１１］，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 “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

刻的革命”［１２］８，这里所说的 “革命”，不是比

喻，而是超越狭义的政治层面的革命，从更深层

次的社会革命视角作出的判断。社会革命 “不仅

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

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１３］这些社会革命，

既有革命传统作为支撑，也丰富了革命传统。

“法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改革的伟大历程中，为追求法治、探索法

治、建设法治、推进法治、厉行法治进行了艰辛

奋斗，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１４］这一历程不仅

包括国家治理层面的探索，还包括治党治军等多

方面的探索。例如，习近平在 《关于 〈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

说明》中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改革发

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领

域。”［１２］４６ 《大事记》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建立百

年来的法治大事，没有局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

７０多年的历史，而且涵盖了治党治国治军各方

面。可见，法治教育不能局限于公民个人层面如

何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以及国家管理层面如何依法

治国，还要有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将不同

时期治党治军等方方面面的经典事例作为课程、

教材、教学的资源。

可以说，从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

了近百年的革命传统和法治传统，百年党史中的

许多重大事件共同塑造了党的革命传统和法治传

统。理解革命传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法治传统，

理解法治传统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革命传统。从

这个角度看，革命传统教育和法治教育也是相辅

相成的。

（二）文件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陆续发布了系列课

程文件。例如，２０１６年发布的 《青少年法治教

育大纲》（以下简称 《大纲》）、２０２１年发布的

·９２·



《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 （以下简称

《指南》）以及基础教育阶段的系列课程标准。

这些课程文件的相关规定为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

教育的融合提供了文件依据。

首先，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符合

《大纲》与 《指南》的精神。《大纲》明确指出：

“历史教学要关注法治发展史的教育，要重点讲

述依法治国的历史范例。”［１５］ 《指南》把中小学

革命传统教育的主题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

位、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革命斗争精神、爱国主义情

怀、艰苦奋斗传统七个方面。［１６］青少年法治教育

是 “以宪法教育为核心”的［１５］，《指南》所列的

主题内容，在不同层面上与我国宪法规定、宪法

原则和宪法精神相呼应。

其次，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符合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２０２２年版）》 （以下简称

“新课程方案”）提出的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要求。

根据新课程方案，不同课程都注重跨学科主题学

习。例如，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是 《义务教

育历史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课程内容七个

板块中的两个，同时，该课程标准把跨学科主题

学习也作为课程内容的七个板块之一，旨在 “引

导学生围绕某一研究主题，将所学历史课程与其

他课程的知识、技能、方法以及课题研究等结合

起来，开展深入探究、解决问题的综合实践活

动”。［１７］再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

年版）》把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教

育主题，同时，把跨学科学习作为一个任务群，

旨在引导学生 “在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语言文

字运用能力”。［１８］从这个角度看，革命传统教育

与法治教育的融合，符合新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有关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要求，同时，也符合习近

平总书记有关思政课一体化的讲话精神：“坚持

大中小学纵向主线贯穿、循序渐进，各类课程横

向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原则。”［１９］

最后，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符合

道德与法治课程构建综合课程的理念。《义务教

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没有提

跨学科主题学习，因为这门课程本身就是一门综

合课程。该课程标准在内容选择部分指出：“突

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革命传统和法治教育，有

机整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革命文化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生命安

全与健康教育、劳动教育等相关主题。”［２０］３这段

话一方面突出了革命传统教育和法治教育在该课

程众多教育主题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强调了

该课程的综合性特点。作为该课程核心内容的革

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如何融合才能体现该课

程的综合性，是课程与教材研究开发者应重点思

考的问题。

二、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路径

（一）革命传统教育主题下融合法治教育

基础教育阶段的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和中学

历史课程中都有系统讲述革命传统主题的内容。

这些内容直观体现在现行统编教材中。

例如，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五年级下册有

“百年追梦　复兴中华”单元，集中讲述了鸦片

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奋斗历程，融合了法治教育内容。教材讲到 “中

国人民站起来了”话题时，呈现了农民丈量分配

土地、妇女学习婚姻法等图片［２１］７８，反映了土地

改革法颁布后农民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以及婚

姻法颁布后带来的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教材讲

到抗美援朝时，在 “相关链接”栏目中，加上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七条的相关规定：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

公民的神圣职责。”［２１］７９这一法条内容实际上也是

我国现行宪法第五十五条中的内容。

再如，初中中国历史教材八年级上、下册集中

讲述中国近现代史，其中就适当融合了法治教育内

容。八年级上册教材讲述了 “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

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

民主选举，推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２２］；

八年级下册教材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政治制度

的变迁，呈现了法治史上的经典案例 “共和国反

腐败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２３］

又如，高中历史教材对法治教育内容进行了

更深、更广的融合。教材对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

和解放区的制度探索进行讲述，围绕中央苏区宪

法写道：“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

西瑞金召开。大会制定了宪法大纲，通过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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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劳动法等法令，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政权

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２４］１６

围绕 “三三制”原则写道：“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

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

时精兵简政，以 ‘三三制’为原则，开始实行

‘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制度。其他

敌后抗日根据地，也仿照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

选举。”［２５］教材还专门设置 “当代中国的法治与

精神文明建设”一课，对 “新中国的法治建设进

程”进行系统讲述，描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改革法》至２１世纪２０年代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的历程，以及其间标志我国法治建设

进程的代表性事件。［２４］５４５６

（二）法治教育主题下融合革命传统教育

在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中，法治教

育主题通过法治专册、法治教育主题单元或课的

形式呈现。这些专册、单元或课，有时也会融合

革命传统教育的内容。

例如，法治专册六年级上册在讲宪法时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浴血奋斗的结果。”［２６］１５并简要介绍了２０世

纪初至２０世纪中叶的革命历史和成就。法治专

册八年级下册第一课 “维护宪法权威”先是引用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然后引用宪法序言第四、

第五段关于革命历史的段落，接着提问：“宪法

序言中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新中国成

立后，人民是如何确认奋斗成果的？”［２７］３后面的

正文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制定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

奋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形成

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国宪法是党的主张

和人民意志的统一。”［２７］３课文 “阅读感悟”栏目

还大段引用了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内容。可见，法治专

册高度重视宪法序言中有关革命史的叙事，把革

命传统教育深深嵌入法治教育中。宪法序言是一

篇大文章，“无论是从其构思还是从其内容、文

辞来评价，都称得上是高水平的佳作。它出自无

数高人之手，反复推敲，数易其稿，是集体智慧

的结晶”。［２８］尤其是其中关于革命历史的几个段

落，是链接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核心枢

纽，在教材和教学中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又如，道德与法治教材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

“崇尚法治精神”提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

解放取得了旧中国不可比拟的成就和进步。男女

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写入法律。”［２７］１０２讲到 “践行

平等”时，提到了１９４４年，当时主持陕甘宁边

区财政经济和供给保障工作的陈云拒绝管理后勤

的同志给他发新军装的故事，陈云坚持原则：

“不到发军装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例外。”教材

在这个故事后面设问：“陈云的言行对于我们践

行平等有什么教育意义？”［２７］１０５

依据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

年版）》，国家安全也是法治教育主题的核心内

容之一：“认识国家主权的内涵，树立国家利益

至上的观念，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知道维护国

家安全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自觉维护国家安

全。”［２０］３７宪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

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在现行道德与法治教材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 “维

护国家利益”的第八课 “国家利益至上”中，呈

现了丰富的革命史料，如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北

平学生以及邓小平、陆之芳、钱伟长、杨靖宇、

赵尚志、黄旭华等不同社会层面人物的革命

事迹。［２９］

实际上，现行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中，还

有不少法治教育主题可以进一步融合革命传统

教育内容。例如，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

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道德与法治教材法治专

册以及高中思想政治教材对人权内容都有相关表

述。［２６］１５，［２７］６１０，［３０］７８７９但是，这部分内容历史感弱

了些，没有从人权发展历程的角度去引导学生认

识中国保障人权方面的巨大进步。２０世纪初编

写的历史与社会教材对人权主题的设计思路，在

今天看来仍然值得借鉴。该教材专设一课 “人权

的历程”，先从世界范围讲述了人权发展的历程

“人权的足迹”话题，然后专门讲述 “中国人权

的百年巨变”话题。后一个话题下设置专题探究

“国运兴衰看人权———世纪之交的回眸”，聚焦

“从克林德碑的故事到中华世纪坛的盛典”和

“长江百年特大洪灾掠影”，引导学生认识到，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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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人权事业不断发展。［３１］

这是融合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一个经典设

计。虽然教材选择的素材、案例现在看来有些陈

旧，但是设计思路至今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２０１９年发布了 《为人民谋幸福：

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７０年》白皮书，２０２１年发

布了 《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

白皮书，后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的１００年，创

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奇迹，谱写了人权文

明的新篇章。”［３２］相比于前一个白皮书，后一个

白皮书补上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人权

保障实践，这段历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重要

组成部分，体现了革命传统教育的主题之一———

“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这个白皮书为课程教材

研发者和一线教师从百年人权史的视角重新审视

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提供了新的视角

和系统、权威的材料。

（三）其他教育主题下融合革命传统教育和

法治教育

作为综合课程的道德与法治课程涵盖众多教

育主题，除了在革命传统教育主题和法治教育主

题下实现二者融合，其他教育主题有时也会融合

革命传统教育和法治教育内容。

例如，道德与法治第一学段的课程内容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传统教育学习主题中要求

“认识国旗、国徽，学唱国歌”［２０］２０，在法治教育

主题中要求 “懂得爱护国旗、国徽，知道法律不

允许毁损、涂画国旗、国徽”［２０］２０，这与宪法第

四章有关国旗、国歌、国徽条款相呼应，教材编

写或教学实践可以通过升国旗等话题，把革命传

统教育和法治教育结合起来。

再如，道德与法治第二学段的课程内容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传统教育学习主题中要

求 “知道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

的”［２０］２５，在法治教育学习主题中要求 “初步了

解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树立维护国家

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意识”［２０］２５，宪法第五十二条

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

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教材编写或教学

实践可以通过民族团结教育的话题，把近代以来

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革命历史和宪

法中有关民族团结的条款结合起来。

又如，道德与法治第二学段的道德教育主题

中有 “勤俭节约”［２０］２２的要求，教材编写或教学

实践可以围绕这个话题设计综合探究活动：探究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革命传统故事中蕴含的勤俭

节约美德；认识宪法关于 “国家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的规定，以及结合当下的社会风气，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的相关内容；

探究与践行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节

水、节能活动等。由此，可以通过 “勤俭节约”

这样一个话题，把道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法治教育、生态文明教育

统整起来。

还如，道德与法治第二学段的课程内容在国

情教育学习主题中要求 “知道台湾是中国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祖国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２０］２６，

教材编写或教学实践可以通过台湾省的话题，把

与台湾有关的革命历史以及我国宪法和 《反分裂

国家法》的相关内容结合起来。

此外，学习英雄模范是道德与法治课程中道

德教育主题的核心内容之一，教材编写或教学实

践可以通过 “致敬英雄”的话题，把革命传统教

育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的内容

结合起来，呈现当前社会歪曲、丑化、亵渎、否

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司法案例，以及将英雄

烈士姓名、肖像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

告，损害英雄烈士的名誉司法案例，让学生在学

习英雄模范的同时，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

育。这也是通过法治教育的方式，对历史虚无主

义进行有力的批判。

三、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要注意的

问题

第一，要注意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

的目的。

融合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法

治教育，是为了 “增效”，不是为了 “增量”，更

不能仅仅追求形式上的融合。同样一个核心历史

事件，可以从革命传统教育和法治教育两个方面

来讲。这样既不增加学生负担，又能增强学习效

果。例如，邓小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发表 《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从革命传统教育角度看，这篇讲话体现的是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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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法治教育的角度看，这篇讲

话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求做到有

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篇

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里程碑。

第二，要充分注意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

国成立期间中国共产党法治建设的成就。

统编高中思想政治教材和历史教材都重视法

治建设的历程。例如，高中思想政治教材 “治国

理政的基本方式”一课有一个话题 “我国法治建

设的历程”，其中就专门讲了 “新中国法治建设

的成就”。［３０］７７７９高中历史教材专门设置 “当代中

国的法治与精神文明建设”一课，对 “新中国的

法治建设进程”进行了系统讲述。［２４］５４５６但是，

它们对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期间的法

治建设内容都没有系统讲述。实际上，教材可以

结合革命传统教育来充实这一时期法治建设的成

就。深刻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治建设，离不

开深入理解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法治建

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法治史并不是死的历史，

而是活的历史。革命法治与中国当代法治并非断

裂关系。当代法治不是突变的，而是从革命法治

承继而来的，是具有历史连贯性的再创造。”［３３］

第三，要充分运用学生易接受的经典历史故

事来融合革命传统教育和法治教育，不能堆砌史

料和简单罗列法律名称、法律条文。

例如，毛泽东在１９３６年与斯诺谈话中讲述

长征期间过大草地的一段往事时说道，红军 “沿

路 ‘没收’地主、官僚、豪绅等富人的财物来解

决自己的给养。对穷人，他们是保护的。财政部

部长林祖涵告诉我，这次没收是依照苏维埃法律

有组织地进行的，而且只有财政部的没收机构才

有权分配没收的东西”。［３４］学生从这段资料可以

看出，即使在革命战争时期与地主、官僚、豪绅

的斗争中，红军也是讲法律的。

再如，抗日战争期间，屡立战功的黄克功杀

人后被判死刑。毛泽东给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

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的判决。毛泽东在

信中说，黄克功 “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

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

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

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３５］这是中国共产党坚

持革命传统、维护法治精神的经典故事。

又如，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与黄炎培有一

场对话，被誉为 “窑洞对”。毛泽东面对黄炎培有

关 “历史周期率”的提问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

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

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３６］这个故

事充分体现了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袖对于

建立民主、法治国家的远见卓识。

还如，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不摘锦州乡下

苹果的故事、解放上海时露宿街头不扰民的革命

故事，都充分诠释了人民军队以人民为中心的立

场和纪律意识、法治意识。通过这些经典故事，

学生可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重视

法治建设，从而改革将法治与革命对立起来的错

误认识。

第四，要充分运用民谣、民歌、戏曲等形

式，以及通俗易懂的文艺材料来融合革命传统教

育和法治教育。

例如， “豆选”是理解 “全过程人民民主”

本质内涵的一把钥匙。关于 “豆选”，有各种民

谣，利用好它们可以帮助学生，特别是小学生理

解 “豆选”。“金豆豆呀银豆豆，比不上咱的土豆

豆。一张选票一颗豆，小心投在碗里头。”这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流行过的一

首描绘 “豆选”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颗

颗不能随便丢；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

头。”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老百姓称赞 “豆

选”的民谣。当时流行的歌曲 《选村长》道出了

人民的心声：“杨柳叶儿青，杨柳叶儿长，今年

要选一个好村长。能吃苦，能耐劳，既积极，又

坚强；群众当中有威信，办事有副热心肠。就是

不选那些白眼黑心狼。”［３７］这些民谣、歌曲在当

时就是宣传、普及民主和法治的经典之作，通俗

易懂，在今天仍不失为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

的经典素材。

再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规定部

队必须执行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建立起红军

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当时的歌谣唱道：“红军

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

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

不损半毫分。”［３８］这一歌谣朗朗上口，便于学生

理解。“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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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这一脍炙人口的经典歌词，影响和教育

了一代又一代人民军队子弟兵，学生也熟悉，十

分适合作为融合革命传统教育和法治教育的

素材。

又如，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

边区建立起独特的法治文化。１９４３年７月，陕

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审理封彦贵 （封捧儿

之父）与张金才 （张柏之父）儿女婚姻纠纷上诉

案，庭长马锡五在广泛听取群众对案件的看法和

处理意见的基础上，依据刑法与婚姻法的相关规

定，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此案是 “马锡五审

判方式”的具体体现，后被改编成评剧 《刘巧

儿》。［１］４３４４假如给中小学生直接讲陕甘宁边区的

法治历史，一定偏深偏难，是需要转化的；而给

中小学生讲刘巧儿的故事或播放相关的评剧影片

片段，就可以直观地让他们理解解放区婚姻自

由、男女平等的情况。

综上所述，革命与法治具有统一性。“无论

是追求革命还是追求法治，都是人们为了改变不

合理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推进公平正义与社会进

步所进行的历史活动。”［３９］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

革命传统与法治传统交相辉映，共同推动中华民

族走向伟大复兴。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

合，既有学理基础，又有文件依据。二者的融合

既可以在革命传统教育主题下展开，也可以在法

治教育主题下展开，还可以在其他学习主题下展

开。在二者融合过程中，要注意融合的角度，围

绕重要事件、核心人物、经典故事、典型案例，

结合民歌、民谣、戏曲等多种形式的易于学生接

受的材料，揭示它们兼具的革命传统教育价值和

法治教育价值；应充分重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

新中国成立期间的法治成就，从中国共产党近百

年革命传统与法治传统的历史视角，引导学生认

识新中国成立前后法治建设的连续性。由此，革

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可以促进学生对革

命与法治关系的理解，更好地达成革命传统教育

与法治教育的目标，同时，也有利于消除把法治

与革命对立起来的 “告别革命”思潮的消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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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岩，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７５．

［４］阿伦特．论革命 ［Ｍ］．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

版社，２０１１：２３．

［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Ｍ］．第２版．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１：７３５．

［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９４．

［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９７．

［８］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一卷 ［Ｍ］．贺卫方，高鸿

钧，张志铭，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４９．

［９］强世功．革命与法治：中国道路的理解 ［Ｊ］．文化

纵横，２０１１（３）：３６４２．

［１０］《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对革命传统是

如何界定的？对中小学课程教材落实革命传统教

育提出哪些要求？［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３１０）［２０２４

０６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ｈｙｇｑ／ｈｙｇｑ＿

ｚｃｚｘ／ｍｏｅ＿１３４６／ｍｏｅ＿２８７０／２０２１０３／ｔ２０２１０３１０＿

５１８９３７．ｈｔｍｌ．

［１１］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１３．

［１２］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３］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

［Ｊ］．求是，２０２２（１８）：４９．

［１４］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

室．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 ［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学习出版社，２０２１：１５１．

［１５］教育部　司法部　全国普法办关于印发 《青少年法

治教育大纲》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７０４）［２０２４

０７０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２／

ｓ５９１３／ｓ５９３３／２０１６０７／ｔ２０１６０７１８＿２７２１１５．ｈｔｍｌ．

［１６］教育部关于印发 《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

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

的通知 ［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１１９）［２０２４０６０９］．ｈｔ

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２６／ｓ８００１／２０２１０２／

ｔ２０２１０２０３＿５１２３５９．ｈｔｍｌ．

［１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Ｓ］．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３９．

·４３·



［１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Ｓ］．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３４．

［１９］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２７．

［２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

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Ｓ］．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２２．

［２１］鲁洁．义务教育教科书　道德与法治：五年级下册

［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９．

［２２］齐世荣．义务教育教科书　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

［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０２．

［２３］齐世荣．义务教育教科书　中国历史：八年级下册

［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６．

［２４］张海鹏，徐蓝．普通高中教科书　历史　选择性必

修１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Ｍ］．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２０２０．

［２５］张海鹏，徐蓝．普通高中教科书　历史　必修　中

外历史纲要：上 ［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９：１４２．

［２６］鲁洁．义务教育教科书　道德与法治：六年级上册

［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９．

［２７］朱小蔓．义务教育教科书　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下

册 ［Ｍ］．２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８．

［２８］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 ［Ｍ］．福

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４８０．

［２９］朱小蔓．义务教育教科书　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上

册 ［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８６９４．

［３０］张异宾．普通高中教科书　思想政治　必修３　政

治与法治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

［３１］赵世瑜，韦志榕．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历史与社会：九年级全一册 ［Ｍ］．３版．北京：人

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８２８８．

［３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尊

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 ［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２１：１．

［３３］侯猛．重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法治的研究框架 ［Ｊ］．

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４（２）：２２３７．

［３４］毛泽东．毛泽东自述 （增订本）［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２３：１００．

［３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３９．

［３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修订本中册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６１１．

［３７］王勇．从 “豆选”看 “两个结合”在南梁革命根据

地的早期探索与实践 ［Ｊ］．人大研究，２０２４（４）：

６１６６．

［３８］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

室．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问答 ［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学习出版社，２０２３：５１．

［３９］陈培永，杨雅杰．论革命与法治的关系：关于马克

思主义法哲学一个基本问题的当代思考 ［Ｊ］．湖南

社会科学，２０２２（２）：１６．

（作者王世光系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德育编辑室编

审，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修订组核心成员，义

务教育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核心作者。）

（责任编辑：李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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