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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推车把“粮食”运向前方、体验摩尔
斯电码发报、在战地炊事班包饺子……这个
暑假，80名来自江苏省徐州市多所学校6岁至
14岁的青少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淮海战役
纪念馆红色研学夏令营的一员。丰富多样的
红色研学课程，让孩子们更加立体地走进淮
海战役那段历史。

书本、影视、纪念馆之外，了解历史的方式
还有很多种，红色研学活动就是其中之一。自
2016年起，淮海战役纪念馆就开始探索组织公
益性质的红色研学活动，让青少年更好地了解
历史，增强国防观念。几年来，从最初的举办
红色故事宣讲比赛培养“小讲解员”发展到现
在“淮海战役的一天”主题红色研学夏令营活
动，开发出包括《淮海战役概况》《筹备物资支
前忙》《小推车推出大胜利》等红色研学之旅课
程，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参观与探访的结
合、实践与思考相结合，把淮海战役时期的人
民支前、战略战术运用、后勤保障等采用实践
体验的方式，让青少年在玩中学、学中研，在增
长知识中感悟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在战斗故事中触摸历史

从夏令营回家后，营员郑茗兮的妈妈注
意到孩子有了明显的变化：总是缠着要给家
里人讲战斗故事。

“十员勇士架长虹，天兵飞渡顽军灭。”淮
海战役中，为了保证解放军顺利过河，十名勇
士跳入冰冷的河中，用肩膀扛起门板、架起人
桥，500余人顺利过河、歼灭守敌。

除了“通向胜利的‘十人桥’”，还有“一根
小竹竿”“英雄文工团员陈洁”等，郑茗兮一口
气讲了 5个红色故事，不仅条理清晰，而且情
节完整。

“平时，孩子放学回家基本上是写作业，
很少与我们以这种方式互动。这几天，她一
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要把在夏令营里了解的

故事讲给我们听。”郑茗兮的妈妈说，“她讲的
故事，有的我们也没有听过，能把这些历史事
件清晰地讲述出来，我们也很吃惊。参加这
次夏令营，孩子学到了不少历史知识。”

故事是促进记忆最好的载体。研学夏令
营负责人、徐州市淮塔管理局副局长周永杰
介绍，为了便于小营员了解历史，他们围绕淮
海战役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重点人物、重要
节点，从淮海战役历史资料中精心筛选、整理
编写 10多个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故事，用故事
回忆过去、串连史实。

这些故事里，既有身经百战、屡建战功的
军事指挥员，以身作则、关心群众的政治工作
者，也有视死如归、冲锋陷阵的普通战士，不畏
艰险、保障供给的支前民工，一个个鲜活的形
象，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深深地烙在营员心中。

历史里有故事，故事里有歌声。淮海战
役纪念馆珍藏着一本抄了 246首歌曲的笔记
本，它的主人叫陈洁，是一名26岁的女文工团
员。淮海战役期间，她深入一线为部队演出，
极大地鼓舞了战士的斗志。胜利之际，组织
安排她留在后方，但陈洁主动请求到前线抢
救伤员，不幸遭遇敌机轰炸英勇牺牲。

“一条扁担两头弯，千里遥远来支前。一
头挑的是白面，一头挑的是炮弹。白面送给
同志吃，送上炮弹打坏蛋。”歌谣唱出心声、反
映民心。课堂上，孩子们跟研学导师逐字逐
句学唱陈洁抄下的歌曲，在歌词中感受当年
激烈的战斗往事。

在亲身体验中了解战争

研学课目“国计民生安思危”开始前，每
个营员都领到一张手掌大小的毛边纸。研学
导师郝娜告诉营员：秘密就在这张纸上。

郝娜拿出一个毛刷，蘸着一种液体，在毛
边纸上刷了几下，不一会儿，纸上竟然出现两
个毛笔书写的大字：胜利！孩子们发出阵阵

惊呼。
战争年代，革命先辈为了传递情报，事

先用米粥在毛边纸上写下信息，干了以后，
字迹消失。收到情报的人只要在纸上涂上
碘酒，经过化学反应，之前写下的字就能显
现出来。

好奇激发兴趣，求知促使行动。晚上回
到家，营员薛圣禹拉着爸爸和他一起做实
验。他们拿出夏令营为他们准备的毛边纸，
用米粥在纸上写下“密信”，等字迹干了后，涂
上碘酒，字迹就真的显了出来。薛圣禹的爸
爸说：“在亲身体验中了解当年的战斗往事，
了解真实的历史，对我和孩子来说，是一次难
得的体验。”

在纪念馆，一件外形奇特的“重型武器”
引起小营员的兴趣。

“它的名字叫飞雷筒，是由一个普通的汽
油桶改造而成的。”研学导师苗荟介绍说，“将
汽油桶去掉顶盖，底部放上黑火药，上面放一
个圆形厚木板并加入延时雷管，使用时点燃
导火索，就可以发射到敌军阵地，国民党军闻
之胆寒，称之为‘原子炮’。”

淮海战役期间，面对人员数量、武器装备
均优于我们的敌军，人民解放军发挥才智、大
胆创新，自制了大量土制武器，在战场上大显
神威。

小营员按照编组，利用夏令营提供的就
便器材制作棍炮、反坦克土炸药包。包不上、
裹不严、捆不住、绑不紧，面对各种状况，孩子
们没有放弃，都努力完成了“作业”。

在今昔对比中读懂英雄

“儿童团，不怕寒，碾好米送前线。”淮海
战役期间，鄄城县苏集村儿童团 20多个 7岁
到15岁的团员，穿着单薄的衣服，唱着自编的
歌谣，苦干 11天，碾米 9500斤，超额完成了上
级赋予的任务。

研学导师王婷向营员们讲述淮海战役支
前民工吃苦耐劳、不畏艰辛、筹备物资、运输
支前的故事，并组织孩子们亲身体验。

在导师们的指导下，孩子们分头行动，有
的扶着米臼，有的端着簸箕，有的拿着针线，
有的推着小车，有的包扎“伤员”，有的穿越

“火线”，有的翻越“障碍”，体验着碾米舂粮、
制作军鞋、运送物资、支援作战的艰辛。

儿童团团员与小营员的年龄相仿，战时的儿
童团团员年龄不大、作用不小，人人是榜样、个个
是英雄。研学小组设置这些研学课目，是想让
孩子们从小就认清肩负的使命，勇敢扛起责任。

淮海战役中，有不怕牺牲、舍生忘死的战
斗英雄、也有勤劳勇敢、不畏艰辛的支前民
工，各行各业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模范，他们
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夏令营里，研学小组
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孩子们的心目中
树起革命英雄的形象，播下尊崇英雄的种子。

战斗英雄张树才是研学小组介绍给小营
员们的第一个烈士。

1948年 11月 12日，在人民解放军某部 9
连攻占小张庄战斗中，遭遇躲藏在地堡里敌
人的负隅顽抗。紧急关头，战士张树才自告
奋勇，要求前出炸掉敌军地堡，打开进攻突破
口。最后，张树才冒着敌人密集弹雨，抱着炸
药包与敌军地堡同归于尽。

英雄已逝，精神长存。展柜里展出的是
当地群众搜集地堡的石头和浸染了张树才烈
士鲜血的泥土。站在这件“最普通的文物”面
前，孩子们沉默凝思。

谁是英雄？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英雄？
孩子们有自己的理解。学员郭佳说：“他们牺
牲不仅仅是生命，还有勇敢的奉献与付出、真
挚的友爱与温情。”

“少年强则中国强，体育强则中国强。国
防体育运动是将富有军味、战味的体育项目
融入国防教育，赋予了体育运动新的内涵，增
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体能素质。”谈及青少年
国防体育运动，中国青少年国防体育发展联
盟（以下简称“联盟”）负责人这样说道。

作为非营利性社会公益服务组织，联盟

自 2017年成立以来，借助社会力量开展和推
广了丰富多样的青少年国防体育项目培训和
赛事活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2017年底，首届全国青少年国防体育大
会在广东惠州举行，梅花阵、平衡木、攀越斜
墙等充满兵味的国防体育项目，吸引了来自
全国 20多个省市 50多支代表队共 1000多人

报名参赛。赛事活动的成功举办吹响了向国
防体育事业进军的号角，也加快了推进国防
体育标准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进程。

2019年 11月，全国青少年国防体育大赛
在江苏省淮安市举行，这是继 2018年在北京
体育大学举行的中国青少年国防体育展示大
会之后又一次国防体育盛会，青少年国防体

育正逐渐被人们熟知并成为热词。
联盟南京培训中心负责人舒文举介绍，

教练员培养和教材编纂工作对推动青少年国
防体育运动健康长远发展有重要影响，是他
们工作的重点方向。联盟南京培训中心已连
续 3年举办全国青少年国防体育教练员和非
现役军训教官公益培训，来自全国 30个省市
的800余名学员参加了培训。此外，他们先后
组织编撰了包括军事理论、军事技能训练、学
生军训最新法规制度、军事地形学与定向运
动、野战运动、户外拓展、安全防护与应急救
护等 12套国防体育系列教材，推动青少年国
防体育运动实现按纲施训。

烈日下，队列训练整齐划一；丛林间，定
向、野战运动强体益智。联盟负责人说：“在军
事技能竞赛中培塑青少年的国防意识，实现

‘国防+体育’叠加效应，强健青少年体魄，提
升青少年国防意识，正是联盟成立的初衷。”

强体能素质 塑国防意识
——中国青少年国防体育发展联盟持续推广青少年国防体育运动

■李庭开 张 超

红色研学夏令红色研学夏令营营：：
别样的国别样的国防防教育体验教育体验

■本报记者 王少亭 通讯员 殷小涵

本期关注本期关注

每逢假期，各种机构就顺势推出夏令营、
冬令营等各类研学活动。一些突出“封闭化管
理、军事化训练、实战化体验”等特色的国防主
题研学活动，深受家长青睐。

然而，其中也不乏滥竽充数者。有的所谓
军事化训练、实战化体验，无非是走走队列、练
练体能、打打CS游戏。有的社会团体、培训机
构开展红色研学活动，受活动场地、教学资源、
专业力量、配套设施等因素制约，设计内容缺
乏“军味”“兵味”，难以达到青少年接受国防教
育、体验军事生活的目的。

发挥红色研学的国防教育功效，须注重提
升红色研学活动的国防元素占比，保证活动主
题、内容设置等牢牢紧扣国防主题。

首先，立意和主题决定了研学的方向和价
值。红色研学活动不能片面强调吃苦受累、严
厉管教，也不能始终进行理论讲解、灌输教
育。应紧扣青少年学习认知特点规律，紧贴国
防教育任务需求，选择研习内容、设置研习课
目，把学习历史、实践体验、启发才智、培塑精
神作为活动内核，引导孩子们正确认识历史、
感悟牺牲奉献，强化国防观念、提升综合素质。

其次，国防教育基地、红色纪念场馆等场
所是红色研学活动的主阵地，应发挥其历史厚
重、藏品丰富、陈展规范、讲解专业等优势，推
动红色研学在内容、形式、效果方面质的跃升，
切实把红色研学做大做强、做出影响。

最后，应始终保持红色研学活动的公益属
性，吸纳责任部门、有关单位、社会团体参与红色
研学的筹划筹备、组织实施、活动保障，为红色研
学提供策划、经费、场地、器材等支持，形成“全民
国防大家干、全员教育全民办”的良好格局，真正
让国防观念厚植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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