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19年年99月月1111日 星期三日 星期三 3视 点 责任编辑 /辛 悦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一所小学的国防教育样本一所小学的国防教育样本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育红小学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的探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育红小学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的探索

■本报特约记者 陈立涛 通讯员 陈常青 马海涛

国防教育法明确，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这要求我们的国防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从长远来看，今
天的青少年再过几年就会成为国防力量的主体，他们的综合素质如何，对祖国未来影响深远。然而，很多学校的国防教育
不能适应新时代特点，致使一些青少年学生忧患意识淡化、国防观念弱化、尚武精神退化。

那么，我们该如何更好地确保国防教育在青少年这个群体中扎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育红小学给出了一份答案。本
期视点，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所与共和国同龄的小学一探究竟。

说起育红小学的皮影剧团，全校师生都引
以为傲。因为，他们成功将红色革命精神注入
皮影戏这一传统艺术之中，引导学生从小敬英
雄、学英雄、做英雄。

学校一教师汪淼从小对皮影戏情有独钟，
学校开展国防教育系列活动后，她有了将传统
文化瑰宝皮影戏与红色故事相结合的想法，于

是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开设皮影制作表演兴
趣课堂，并组织一些喜欢皮影戏的师生成立了
皮影剧团。

皮影剧团把《半截皮带》《歌唱二小放牛郎》
《半条棉被》等红色故事创作成皮影戏作品，受
到学生的欢迎。皮影剧团也因此成为育红小学
开展国防教育的重要品牌。

学生张集凯说：“我感觉把皮影戏与红色故
事结合起来特别有意思，看完皮影戏《半截皮
带》后，故事中很多感人细节就像刻在了脑海
中。半截皮带见证了红军过草地时的那段艰苦
岁月，我一定会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
活，刻苦读书、报效祖国。”

皮影戏不仅把传统文化与红色国防文化
结合了起来，也为学生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
台。学生们可以在红色皮影戏中尽情地进行
构思、创作，不仅能在皮影戏舞台上饰英雄、当
主角，收获表演快乐，更能深刻地体味革命前
辈的初心。下一步，皮影剧团将继续创作更多
红色革命题材的皮影戏作品，让革命故事走近
更多师生。

经典皮影演出新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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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旗飘，映彩虹，迎着朝阳向前冲。新世
纪，小主人，党的教导记心中。少年小军校，从
小就是兵……”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育红小学
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上，都会出现千余名师生同
唱校歌、齐打“红娃快板”的场面。这是这所与
共和国同龄小学的特色传统。

育红小学前身是 1949年诞生于重庆歌乐
山的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子弟校。走进育
红小学校史馆，一副系着红布的快板格外惹

眼。93岁高龄的老校长赵志伟回忆，70年前，
老师带着学生们打快板，唱颂仁人志士为新中
国成立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激励孩子们以
革命前辈为榜样、努力学习成才，建设好来之
不易的新中国。

一件历史物件，就是一段红色历史。现任
校长张雪晶告诉记者，育红小学没有将这副快
板“锁”在展览柜里，而是让其活跃在学生们的
学习生活中，成为伴随一茬茬红娃成长的记

忆。学生们每次走进校史馆，看到这副红色的
快板，聆听那些硝烟弥漫的故事，心中总会燃起
强烈的爱国之情。

红色基因在传递，快板打出新旋律。该校教
导主任侯晓敏介绍，学校组织红娃将董存瑞、黄继
光、邱少云、赵一曼、雷锋等英雄人物事迹创作成
快板节目，到全省各地表演，在龙江大地上掀起一
股崇尚英雄的热潮；在“哈尔滨纪念抗战胜利70
周年”和历年“哈尔滨新兵欢送大会”上，育红小学
学生还创编了《颂丰碑》《送新兵》等快板节目，精
彩的表演受到观众的欢迎。

近年来，育红小学被哈尔滨市文联授予“曲
艺艺术传承示范基地”“红色文艺轻骑兵示范基
地”“优秀文艺志愿服务示范基地”3块牌匾，选
入教育部命名的“全国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
学校”行列。

“红娃快板”打出新节奏

走进育红小学这所具有光辉传统的革命老
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高
高耸立在教学楼前，耳畔传来一首首旋律优美
的红色歌曲。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
儿去了……”抗战时期，像《歌唱王二小》《松
花江上》《保卫黄河》等经典革命歌曲在战火
中诞生。这些响彻神州的歌声是冲锋的号
角，也是奋战的鼓声，激励着中华儿女与日寇

血战到底。
2019年5月，育红小学“我和我的祖国”爱国

主义教育活动启动，全校1000余名师生参加校园
红歌大赛，一时间，《井冈山下种南瓜》《红军不怕
远征难》《十送红军》等革命歌曲响彻校园。

张雪晶介绍，红色歌曲是流动的血脉,也
是凝聚民族力量的源泉，它们像一面面催人
奋进的战鼓，给这所校园增添了无穷的精神
力量。

“我最喜欢的红歌是《歌唱二小放牛郎》。”
学生陈睿说，每次唱这首歌时，王二小不怕牺
牲，和敌人顽强斗争的场面就浮现在脑海。他
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一名军人，扛起钢枪保
卫祖国。

一首优秀歌曲，就是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
课。副校长刘江南欣慰地告诉记者，红歌大赛
在校园掀起了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热潮，增
强了学生们爱国主义理想信念，同时也引发很
多思考：新时代的我们该如何建设好革命前辈
用鲜血换来的今天？如果面对生死考验，我们
能否像革命前辈那样义无反顾，坚持到底？

“校园里每天播放的红色歌曲我都会唱，光
是听着就感觉特别有力量。”学生谢佳怡自豪地
告诉记者，歌词里藏着的革命故事常常激励她
在遇到困难时不退缩，勇敢面对挑战。

革命歌曲唱出新旋律

曾经有这样一则新闻。一位老军人问某学
校校长：“你们满当当的课程里有几堂红色课
时？沉甸甸的书包里装着多少红色读物？一堆
堆试卷中有几道红色考题？！”这问题看似问学
校，也是问社会；看似问现在，实则问未来。

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可塑定型
期，最需要正能量的精神营养，学校一定要承担
起、履行好国防教育的重任。基于这一认识，育
红小学与哈尔滨警备区结成国防教育共建对
子，与哈尔滨市国防讲师团对接160余名讲师进
校园，红红火火建立起国防讲堂。

国防讲师团成员有抗战老兵、维和军人、红
色史馆讲解员、边防战士……讲师团每个成员
都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人民军队不同时期的红
色故事。

国防讲师团成员，既有二级英模、滚雷英雄
安忠文，也有著名的“5?31”战斗突击队队长、一
等功臣刘海洋，还有一等功臣、一级伤残军人王
曙光等，他们都曾被邀请到学校讲国防教育课。
学生们听了英雄们讲述的亲历战争故事之后，纷
纷表示受益匪浅。五年级张曦月同学听了授课
后，在日记本上写道：“战争年代，英雄以血肉之
躯筑起国防的钢铁长城；和平时期，军人依然在
砥砺前行，浇铸民族的精神长城……”

国防讲堂讲出新动力

青少年的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
基础，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以往，有的学校开展国防教育多以
“你讲我听”为主，“灌输式”教学方法老
套、形式死板，教育效果不理想。如何
让国防教育入脑入心？必须在创新教
育形式、契合青少年兴趣点上做文章。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育红小学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
文艺节目，将国防教育同青少年的生
活、学习、娱乐紧密联系起来。师生们
普遍认为，这样既有趣、又长知识的国
防教育，内容鲜活生动、形式寓教于乐，
他们很欢迎。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文化生
活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人民群众的幸
福指数大幅提升。但是无论大环境如
何变化，“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的
国防教育不能缺失。如果国防教育依
旧秉承老一套的方式，就无法撬动青少
年的心灵，只有紧跟时代特点、契合青
少年兴趣点、关注点，才能赢得青少年
的关注与共鸣。

学校作为青少年进行国防教育的
重要场所，首先，需要强化兴趣教育。
如果形式不够新颖，就很难调动他们
参与的积极性。可在教育中加入符合
青少年思维特点的项目，让他们在亲
身体验中，潜移默化地增强国防观念；
其次，应构建以学校、家庭、国防教育
部门一体的教育格局。可在不给青少
年学业增加负担的前提下，组织他们
参加军营开放日、军事夏令营等活动；
另外，要注意简化课程内容，减少国防
教育理论与消化理解的矛盾。青少年
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但是在深度思考
上还略显稚嫩，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理
论灌输给他们，一旦理解不透彻容易
产生偏差，后期纠正的难度系数就比
较大。

放眼世界，各国都很重视青少年的
国防教育，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如
俄罗斯开设爱国主义方面的文学、历史
等课程，并通过座谈、观看电影、军事应
用小组作业等形式，全方位加强青少年
国防教育；美国通过西点军校、安纳波
利斯海军军官学校、海岸警卫队军官军
校等军事院校招入青少年学生，经常性
地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等等。

国防教育是培塑青少年家国情怀、
建立情感认同的关键教育。在青少年

精神家园里，我们播撒什么样的种子
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实，采用什么形式
就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学校作为国家
人才培养的主战场，必须将国防教育
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拓宽国防教育
载体，有效激发青少年热爱国防、崇军
尚武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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