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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的北疆，绚丽多彩，风景如
画。位于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蜿蜒
曲折，河水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潺潺流
动，奔向无尽的远方。
“丁零零……”9月 20日上午，第 19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前夕，伴随着清脆的上
课铃声，一堂讲授《开国大典》的语文课在
内蒙古额尔古纳市第二小学六年级一班
开课。
“同学们，大屏幕上的这个标识你

们见过吗？”上课伊始，受邀前来授课的
江苏省特级教师任丽芳展示了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活动标识，标识中醒
目的金色立体国徽五星和天安门，一下
子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火车站就

有！”“我在北京长安街上见过！”同学们
争先恐后，踊跃发言。

当看到 70 年前令世界瞩目、永载
中华史册的伟大历史时刻——开国大
典影像时，同学们不自觉地挺直了身
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看到毛泽东
主席亲自按动电动旗杆电钮，升起新中
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学生孔令雨激动不
已。她告诉记者，自己是学校的升旗
手，曾随父母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
国旗，“五星红旗是祖国的象征，是无数
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一定努力
学习，让五星红旗更加鲜艳，让五星红
旗永远在祖国的蓝天高高飘扬。”
“少年强则中国强。每一个孩子都

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英雄的
模样，应该从小印刻在他们的心上；红
色的基因，应该从小流淌在他们的血液
里。”人民教育出版社媒体宣传部主任
吴海涛告诉记者。

额尔古纳市第二小学距离边境线40
公里，一度曾面临边民内迁、生源流失的
窘境。校长刘晓云到任后，大力推进教育
教学改革和国防教育创新融合，学生的国
防素养不断提高，该校2017年被教育部
评为国家级首批“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市民即边民，守边固防，匹夫有

责。作为边境线上少数民族地区的学
校，搞好国防教育义不容辞。”刘晓云
说，从小加强国防教育，可以让学生们
更加热爱家乡，浓厚爱国主义情感，长
大后将报国之志化为具体行动，守卫家
乡，保卫祖国。
“在学生心中深植家国情怀，将为

未来之中国建立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精
神防线。”在任丽芳看来，越是盛世繁
华，越应该记住屈辱历史；越是和平安
宁，越不能忽视危机隐患。

进入实践课环节，课堂转移到黑山
头口岸。巍峨耸立的黑山头国门，隔河
与俄罗斯相望，上方“中华人民共和国”
7 个大字鲜红夺目，气势非凡。国门
前，鲜艳的五星红旗与波光粼粼的额尔
古纳河交相辉映，分外壮美。

70年前的旧中国，基本上处于“有
边无防”，甚至有些地段是“无边无防”
的状态。1949 年 10 月 1 日，随着天安
门广场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国
“有边无防”的屈辱历史宣告结束，中国
国防建设翻开了历史新篇章。
“因为背后有强大的祖国和英雄的

军队，才有我们今天美丽的家园、幸福
的生活。”学生王奥硕今年 12岁，是一
名“小军迷”。他说：“再过 10天就是伟
大祖国的生日了。作为一名中国少年，
特别自豪”。

距离国门不远处是中俄边境 91号
界碑。界碑上，国徽金光闪耀。学生们
兴奋地跑上前，伸出小手触摸国徽图
案。他们专注的神情、仔细的模样，让
人感受到浓浓的爱国之情。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无数

的英雄烈士用鲜血捍卫荣光，我们从入
学起就教育孩子们要当好护旗手，任谁
都不可以侮辱我们的国旗和国徽。”看
到这一幕，刘晓云向记者解释道。
“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都说国

很大，其实一个家……”在黑山头口岸威
严的国门前，学生们手中的国旗招展，猎
猎作响。伴随着嘹亮的歌声，语文教学
实践课结束了，在他们的心中，热爱国
家、保卫边关的小苗正在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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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法第13条规定：“学校的

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是

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毫无疑

问，学校的国防教育起着基础性、战

略性作用。学校国防教育种下的是青

少年国防意识的种子，这粒种子的质

量和基因，直接决定了未来开什么

花、结什么果。

曾经一段时间内，舆论场上企图

“证伪”英雄事迹、败坏英雄形象、诋

毁英雄人格、颠覆英雄意义的现象时有

发生，屡禁不绝。这些论调扭曲了历

史，造成价值观混乱。在一些地方，有

人甚至建议把描写董存瑞、黄继光、刘

胡兰、狼牙山五壮士等英模人物的文章

“请出”教材……

这些年，学校教材问题相关的热点

话题不断。这恰恰说明，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两种价值观斗争日趋复杂激烈的背

景下，如果缺乏应有的警惕，将对青少

年的健康成长极其不利。国家教育部门

以行政手段对中小学教材实施统一规范

和编写，就是一种主动出击加强防范的

重要举措。通过加强教材建设，搞好学

校国防教育，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强化忧患危机意识、传承红色基因血

脉、涵育崇军尚武文化、增强青少年国

防意识意义重大而深远。

教育及其内容呈现是社会意识形

态体系的一部分，关乎国家意志和国

家安全，是解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

要载体。统编教材是贯彻落实党的教

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最佳途

径，充分反映了党和国家的政治思

想、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从这种意

义上看，统编教材不只是教育教学的

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方

向问题、原则问题。因此，坚持统编

教材的政治思想性为首的原则，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准确认识和把握

新时代教材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把好

育人育才的重要关口，把党的领导和

主张以及国家的意志和理念落实到统

编教材建设和学科教材内容之中，这

是加强学校国防教育的应有之义。

细读新编教材，我们可以发现许多

崭新的亮点。仅以语文教材为例，有关

革命历史传统教育的内容、爱国主义题

材文献、涵养国防意识的内容被予以特

别重视和突出。一些革命传统教育的经

典篇目被收入课本，如《纪念白求恩》

《为人民服务》《清贫》《吃水不忘挖井

人》《朱德的扁担》《黄河颂》等等。这

既是一种导向，也是一种滴灌。语文、

道德与法治、历史三科教材科学设计、

精心编排、交叉互证培养青少年学生的

国防观念，通过这种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式的方式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国防意

识，目前已有了坚实的基础。培育好

“学校国防教育”这粒种子，倾听花开

的声音，一棵棵厚植了国防基因的参天

大树未来可期。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培育好“学校国防教育”这粒种子
■王传宝

今年 9 月，义务教育阶段语文、
道德与法治、历史三科统编教材在全
国实现全面覆盖，此前这三科使用多
年的“一纲多本”教材彻底告别课
堂。如何理解中小学三科教材实行国
家统编、统审、统用的重大现实意义
和深远影响？如何认识统编教材在加
强中小学国防教育中发挥的作用？本
报记者近日就相关问题采访了教育部
教材局负责人。

问：三科统编教材今年 9月份实

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为什么会有

这一重大变化？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材工作极其
重视，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明
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是人才
培养的铸魂工程，要健全国家教材制
度，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统筹指导
管理全国教材工作，强调要重点编好
中小学三科教材，实行国家统编、统
审、统用。

这次国家组织专门力量统一编写
义务教育统编教材，不是对原来教材
编写出版方式的简单调整，而是着眼
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办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做出
的重大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
远影响。要从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
必然要求、把好教育系统意识形态关
的战略选择、提升义务教育质量奠基
工程的高度认识统编教材建设的重大

意义。
问：统编教材在加强学校国防教

育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答：统编教材是全国统一使用的
教材，是国家级、高水平、权威性的
教材，是全国亿万师生教学的主要精
神食粮，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三科
统编教材在理念上，突出德育为魂、
能力为重、基础为先、创新为上；在
内容上，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国防教育和法治教育等重要内容。

统编三科教材主要通过介绍国防
和军队知识，讲述革命领袖和英雄人
物事迹，精选反映抵御外来侵略、献
身革命和国防事业的重要史实，激励
青少年尊崇军人，崇尚英雄气概，传
承民族气节，增强忧患意识，将红色
基因代代相传。

问：三科统编教材是如何回应社

会期待，加强青少年学生国防教育的？

答：统编教材编写过程中，根据
不同学科特点和学段特点，采取集中
呈现和有机渗透的方式，引导学生树
立国防意识、培养国防观念、增强国
防素养。

道德与法治教材和高中思想政治
教材，从国家安全教育、国家主权教
育、国家利益教育等方面综合落实国
防教育，注重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其掌握必
要的国防常识与技能。

统编历史教材主要从两个方面进

行国防教育。一是讲述中国国防史。
例如，中国古代史讲述中国古代疆域
的变迁，中国近代史讲述反侵略战争
的史实。世界现代史以两次世界大战
及其战后世界格局演变来讲述中国国
防安全形势的变化。这些内容有利于
学生掌握国防知识，培养国防意识。
二是讲述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英雄人
物，通过展现他们的高尚品格和光辉
事迹激发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与历史、思政学科相比，语文教
材主要是通过感人的故事、生动的形
象、真挚的情感让学生受到潜移默化
的教育，所以，在编排理念上，语文
教材侧重增强学生的国防意识和国防
精神，既有通过课文体现的，也有通
过整组单元重点强化的，还有通过栏
目设计进行体现的。

问：统编教材中关于革命英烈和

榜样人物的选择较以往有哪些不同？

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统编语文教材中关于革命英烈
和榜样人物的选择与以往相比，主要是
在原有革命英烈和榜样人物的基础上，
加入了近十几年来祖国建设各条战线上
涌现出的有代表性的英雄和榜样人物，
如统编语文七年级下册选入杨利伟《太
空一日》一文，体现中华儿女优秀精神
品质及革命传统的传承和延续。同时增
加了对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描写，以彰显
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风采，体现国防和军
队改革建设成果。

发挥统编教材的国防教育功能
—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答本报记者问

■本报记者 张军胜 单慧粉

9月20日，额尔古纳市第二小学学

生来到黑山头口岸开展“共读统编教材,

强化国防教育”课堂实践活动。图为学

生们与国门、界碑合影。

本报记者 张军胜摄

写在前面

9 月 20 日，为加强全民国防教
育日宣传，让广大中小学教师进一
步理解统编教材里的国防教育内
容，进一步为学校开展好国防教育
打下坚实根基，在教育部教材局的
指导下，人民教育出版社赴内蒙古
自治区边境小城——额尔古纳开展
“共读统编教材，强化国防教育”系
列活动。全国教学名师、江苏省特
级教师任丽芳现场为额尔古纳市第
二小学六年级学生讲授《开国大典》
一课，激发学生爱国情感，强化国防
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来自额尔古
纳市的 40 余位语文老师也一同聆
听了这堂精彩授课。

“国防元素”融入中小学教科书

制图：扈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