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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桂飘香的时节，莘莘学子走进课

堂，琅琅读书声回荡校园。

这个开学季，许多学校不约而同地

把国防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的主题，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前辈们成为校园

里最闪亮的星，“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成为课堂上最响亮的宣言。许多网友

纷纷点赞：这才是“开学第一课”该有的

样子！

“若无国防，则国难屡起，民将不得

安其业。”回眸近代历史，列强一次次用

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给中华民族上

了痛彻心扉的一课。电影《无问西东》

里多次出现这样一幕：防空警报一响，

正在上课的西南联大师生跌跌撞撞冲

出简陋的教室，三步并作两步跑进校舍

附近的山沟、树林躲避空袭。国防羸

弱，偌大的中国竟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

书桌。

抗战时期，“跑警报”是师生们要

学会的“第一课”。尖锐刺耳的防空警

报、呼啸而至的敌军战机，无疑是最直

观的国防教育。或许正是这刻骨铭心

的一课，让那个年代的许多学子深深

懂得国与家、国家与国防的关系。多

年后，这些年轻学子中走出了包括“两

弹一星”元勋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

等在内的众多杰出人物。他们把自己

的名字隐进青山，把国家的安宁举过

头顶，用不懈的奋斗改变着中国落后

挨打的面貌。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少

年都有自己的使命，都要在身处的时

代谋划人生、创造历史。今天的青少

年 ，生 长 在 一 个 相 对 和 平 安 宁 的 环

境 ，但 各 种 安 全 威 胁 仍 暗 涛 汹 涌 ，不

能淡忘国防安全。“开学第一课”聚焦

国 防 教 育 ，无 疑 拉 响 了 居 安 思 危 的

“上课铃”。

立学者，先立志。国防教育是全民

族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青少年国防教育

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大力弘扬中华

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和

尚武精神，能够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自尊

心、自信心，强化国防认同感、归属感，

激发爱国情、报国志。“开学第一课”讲

国家、谈国防，就是启迪青少年把个人

追求与国家需要联系起来，在涵养家国

情怀中找到学习的真正目标和不竭动

力，以超越小我的价值追求汇入国家发

展的时代主流。

当国防教育遇上“开学第一课”，青

少年心中就埋下了一颗种子，给这颗种

子充足的阳光雨露滋养，未来就会长成

参天大树。当然，国防教育远不止于

“开学第一课”。国防意识的培养是一

个滴水穿石、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讲

好“开学第一课”并不难，难的是经常持

久地一代代传递好接力棒，讲好国防教

育这门需要常抓不懈的“大课”，使青少

年真正成为爱党爱国爱军的一代、奋进

自强的一代、勇于担当的一代。唯有

此，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笔下《最后

一课》的悲剧才不会上演。

“开学第一课”该有的样子
■富 明

图①：8 月 29 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

区的小学生在“开学第一课”中聆听志愿

者讲述当地抗战历史。 新华社发

图②：9月 1日，甘肃省兰州市第十四

中学学生为“开学第一课”排练红色题材儿

童剧《大豆谣》。《大豆谣》是1943年“西部歌

王”王洛宾在兰州监狱中为“西北小萝卜头”

罗力立创作的儿歌。 新华社发

图③：9 月 6 日，新疆喀什拉齐尼小学

学生聆听老师讲述拉齐尼的英雄事迹，感

动落泪。 陈家乐摄

图④：8 月 30 日，河南省郑州市第七

十三中学学生代表参观“杨根思连”荣誉

室 ，聆 听 官 兵 讲 述“ 最 美 黑 板 报 ”背 后

的故事。 季 鹏摄

图⑤：9 月 13 日，老兵程福保在升旗

台上为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师生上“开

学第一课”。 肖 刚摄

“我的父亲是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

本侵略者杀害的，带着这份家仇国恨，我

参军入伍，就是要把侵略者赶出去……”

9 月 13 日 上 午 ，88 岁 的 江 苏 省 军 区 南

京第十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程福

保，受邀来到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用自己的革命经历为近 2000 名师生上

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红色”成为江苏省中小学“开学第一

课”的主色调。“在‘开学第一课’中宣讲

红色故事，回望红色征途，就是要让孩

子们从光荣传统中汲取丰厚营养，传承

革命薪火。”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长余颖说。

枥 上 骅 骝 嘶 鼓 角 ，门 前 老 将 识 风

云。目前，江苏省有 2100 多位老红军、

老八路和解放战争老兵，他们见证了中

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江苏

各地开展的“开学第一课”中，一位位耄

耋老兵走进学校讲故事、话传统，一段

段生动感人的口述历史视频在校园大

屏幕滚动播放，学英雄、争先进在青少

年中蔚然成风。

触摸红色记忆，追寻红色足迹。8

月 31 日，江苏省中小学生同上云端“开

学第一课”，淮安市新安小学学生杨路

然分享了自己在暑期参加红色寻访活

动的经历。新安小学由人民教育家陶

行知于 1929 年创办。1935 年 10 月，该

校 14 名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以文

艺为武器宣传抗日救亡，为争取抗战胜

利作贡献。今年暑假，新安小学 16 名

“小好汉”沿着“新安旅行团”的足迹，在

山村阡陌间、在老团员的回忆中重温抗

战烽火岁月，传承“人小志气大，爱国走

天下”的红色精神。“这趟红色寻访之

旅，我们收获很多，真切感受到老团员

们的爱国奋进风貌。我们一定要弘扬

光荣传统，树立理想，刻苦学习，增长本

领，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杨路然说。

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也是

国防和军队建设坚实的后备力量。近

年来，江苏省把青少年学生树立爱军尚

武精神作为全民国防教育的一项重要

任务来抓，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

融入德育培塑，深植青少年心灵。连云

港市向中小学生发放“红色护照”，鼓励

学生寻访当地 26 个各具特色的红色景

点 ；常 熟 市 组 织 学 生 到 部 队 过“ 军 事

日”；徐州市中小学生在观摩军事演练、

装备演示中体验军营生活……一系列

国防教育活动的开展，激发了青少年关

心国防、热爱国防的热情，树

立了“青春有梦、强国有

我”的信念。

红色旋律奏响新学期序曲

回望征途，追寻足迹
■李弘非 肖 刚

金秋“开学第一课”，河南省郑州市

第七十三中学把课堂搬到了陆军第 83

集团军某旅“杨根思连”的荣誉室。该

校校长王磊和教师、学生代表，将一幅

写有“千里奔程展英姿，言传身教育学

子”的“最美黑板报”画框赠送给该连官

兵，表达对这支英雄部队深深的敬意。

“最美黑板报”源于不久前的一段

爱民佳话。7 月，郑州特大暴雨灾害发

生后，该市一个社区受灾严重，淤泥堆

积、环境脏乱。第 83 集团军某旅“杨根

思连”官兵冒着酷暑清淤除泥、疏通道

路，将一个干净整洁的社区还给了市

民。期间，官兵们暂住在第七十三中

学。离开时，他们把教室、走廊打扫得

干干净净，并在黑板上给学生们留下

“你们负责好好学习，我们负责保家卫

国”的深情寄语。这块黑板报，被网友

誉为“最美黑板报”。

“最美黑板报”写满爱民真情。在

汛情来袭、城市告急的紧要关头，驻豫

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民兵闻“汛”而动、

听令而行、逆险而上，用血肉之躯在暴

雨中筑起钢铁长城。郑州阜外华中心

血管病医院被积水围困，该部官兵连续

奋战 10 多个小时，帮助 4000 余名病人、

家属及医护人员脱离困境。

“转移的病人里有我们的亲属，被清

理的小区是我们的家园，没有解放军叔

叔舍小家顾大家，哪有我们的平安幸

福？”灾难时的希望、危难中的护佑，让学

生们对这支英雄部队充满崇敬。走进

“杨根思连”的荣誉室，望着满墙的奖状、

摆满玻璃柜的奖章，一股英雄气扑面而

来。听讲解员讲起该连前身部队官兵血

战长津湖的英勇事迹，特别是听到志愿

军“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在子弹打光的

情况下毅然抱起炸药包扑向敌群的英雄

壮举时，学生们不禁湿了眼眶。

一场“感恩之旅”化为“寻根之行”。

从战争年代的浴血奋战到和平年代的赤

诚为民，学生们找到了这支英雄部队听

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基因密

码，找到了“最美黑板报”的精神源头。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

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

的敌人。”学生冯小菡在笔记本上认真

抄下杨根思的“三个不相信”精神，作为

激励自己学习成长的座右铭。“参观了

‘杨根思连’后我很受触动。将青春和

生命献给祖国的共和国军人，才是我们

应该追的星。”冯小菡说。

“‘最美黑板报’是这支英雄部队留

给学校的一份宝贵教材。人民子弟兵

在防汛抢险一线留下的‘最美背影’‘最

美睡姿’‘最美双脚’，凸显了人民军队

的优良作风，在学生们心中勾画出‘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的生动形象，也给他

们上了一堂走心的国防教育课。”第七

十三中学校长王磊表示，国防教育是青

少年素质教育的基础工程，近年来河南

省中小学普遍开展国防教育课程，军地

编撰的“国防教育丛书”、《国防教育教

学指导手册》等成为一些中小学开展国

防教育的必备教材。

“感谢你们，你们是最可爱的人、最

闪亮的星！”“请放心，护国有你，强国有

我！”参观结束后，学生们纷纷在“杨根

思连”荣誉室的留言本上写下一句句真

挚的感言。

“感恩之旅”化作“寻根之行”

连队一课，筑梦未来
■李光辉 胡瑞智

9 月 1 日晚，坐落在雪山脚下的新疆塔

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甫村，拉齐

尼·巴依卡的家中挤满了村里的学生。他

们聚在一起收看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开

学第一课》。

当电视屏幕上出现他们十分熟悉的两

个身影，拉齐尼的女儿都尔汗·拉齐尼和儿

子拉迪尔·拉齐尼，学生们有的鼓掌、有的

欢呼，骄傲洋溢在每一个孩子的脸上。

这 份 骄 傲 ，源 于 他 们 心 中 的 英 雄 叔

叔——拉齐尼·巴依卡。

拉齐尼·巴依卡有着多重身份，他是一

位塔吉克族退役军人，是全国人大代表、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爱国拥军模范，是从爷爷

和父亲那里接过神圣职责、与边防军人一

起守卫祖国边疆的护边英雄，被誉为“帕米

尔雄鹰”。今年 1 月 4 日，正在新疆喀什大

学参加培训的拉齐尼，为救一名落入冰窟

的孩童不幸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 41 岁。

3 月 3 日，中央宣传部追授拉齐尼·巴依卡

“时代楷模”称号。6 月 28 日，中共中央追

授拉齐尼·巴依卡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英雄已逝，思念未了。在《开学第一

课》上，拉齐尼的一对儿女眼含热泪讲述着

父亲的戍边故事。

“没有祖国的界碑，哪有我们的牛羊？”

一句话，三代人，戍边 72 年。如今，这句话

早已刻在都尔汗和拉迪尔的心中，这份信

念在这个家族继续传承。

“我长大了想当一名军医，既是军人又

是医生。您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回到红其

拉甫。”都尔汗告诉父亲自己的理想。

“爸爸，请放心，我一定会考上大学，长

大后当兵，退役后当一名优秀的护边员！”

拉迪尔对父亲许下诺言。

“ 花 儿 为 什 么 这 样 红 ，为 什 么 这 样

红 ……”节目中，拉迪尔抱着民族乐器热瓦

普，和姐姐都尔汗合唱了歌曲《花儿为什么这

样红》，这是拉齐尼生前最喜爱的一首歌。

5 天后，9 月 6 日上午，这首歌曲在以拉

齐尼的名字命名的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

干塔吉克自治县拉齐尼小学响起。悠扬的

歌声中，这所高原小学新学期开课了。全

校 170 名学生认真聆听老师讲述拉齐尼的

英雄事迹和他们一家三代为国戍边的感人

故事，一堂国防教育课春风化雨般滋润学

生的幼小心灵。

“翻过 8 座海拔 5000 多米的雪山，80 多

次蹚过冰河，拉齐尼不畏艰难……”课堂

上，三年级 2 班的教师朱瑞讲到这里，几度

哽咽，学生们眼中也噙满泪水。

“有很多像拉齐尼叔叔一样的人，守护

着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一定以拉齐尼叔叔

为榜样，长大后为国家作贡献。”8 岁的努尔

比比·达来提艾力说，“拉齐尼叔叔曾给我

家送过蔬菜，他叮嘱我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好好学习。”

“长大了我要当一名特种兵，保卫国

家，保卫家乡。”9 岁的夏迪买扎木·阿力甫

江立下志向。

“我想成为医生！”“我想当老师！”“我

想当警察！”……下课后，学生们意犹未尽，

围坐在一起讨论。

“这是学校更名后的新学期第一课，非

常有意义！”在拉齐尼小学校长安阳看来，

爱国主义教育不是空洞的，通过身边人讲

述身边事，可以让国防教育更加入脑入心。

在新疆喀什，每年的开学季，驻军官兵

都会联合当地教育部门打造以爱国主义为

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培育青少年的爱国

拥军情怀和爱军尚武精神。“他们化身为

墙，用生命铸界碑，抵挡来犯之敌。”在喀什

市第十二小学的“开学第一课”上，新时代

卫国戍边英雄群体的先进事迹成为主要内

容，学生们从中读懂了“家是最小国，国是

千万家”。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课间操时间，帕米尔高原的一所所中小学校

里，歌声飞扬。一颗颗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

义的种子，在学生们心中生根发芽，拔节生长。

感悟“帕米尔雄鹰”的家国情怀

英雄如星，照我前行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铮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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