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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体验

“拓展课堂的外延和纵深，
全面调动官兵的视觉、听觉和
思维”

“我是华夏的后代、炎黄的子孙，‘硬

骨头六连’的一兵，我们将肩负着人民的

重托，我们 16 个人要像 16 把尖刀直插敌

阵……”

这是一次前线作战中，小尖山战斗

突击队队长、时任“硬骨头六连”一排排

长林祖武的战前动员讲话录音。林祖武

特有的方言口音很清晰，磁带老化带来

的杂音也极富年代感。这些都掩盖不了

录音中传递出的勇于战斗、敢于胜利的

坚定信念。

这段近 40 年前的原声录音，在南部

战区陆军组织开展的“穿越时空的对话·

新老英模共话英雄精神”交流分享课现

场播放，所有人瞬间被拉回到那场壮烈

的战斗中。

“ 那 次 战 斗 中 ，突 击 队 以 5 人 牺

牲 、11 名 战 友 负 伤 的 代 价 ，用 血 肉 之

躯 打 开 了 通 向 小 尖 山 的 胜 利 之 路 。

林 祖 武 在 身 负 重 伤 的 情 况 下 坚 持 战

斗 ，直 到 拉 响 手 榴 弹 ，与 敌 人 同 归 于

尽 ……”作 为 那 场 战 斗 的 见 证 者 ，“ 硬

骨 头 六 连 ”第 27 任 指 导 员 齐 有 为 的 讲

述 透 露 了 更 多 的 历 史 细 节 。 同 时 ，小

尖 山“ 十 六 勇 士 ”生 前 最 后 的 合 影 、当

年 作 战 影 像 记 录 等 珍 贵 史 料 在 大 荧

幕上缓缓切换。

所有这些声光电元素，带给现场官

兵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

“为了胜利一无所惜，这就是中国军

人的血性本色。”观众席上，南部战区陆

军“刺刀见红连”上士和文声听完林祖武

的故事，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拳头。他说：

“当挂在墙上、写在书中的冰冷的战史记

录，变得更加立体可感，我们不仅仅是铭

记，而是走进了历史、走近了英雄，感受

到更加强烈的震撼。”

这种触动人心的沉浸式体验，正是

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创新探索，所要追求的效果。

“以往那种形式单一的教育模式感

染力不足，必须想办法突破。”南部战区

陆军政治工作部领导告诉记者，去年全

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为做

好贯彻落实“下篇文章”，他们积极发挥

课堂教育主渠道作用，开展互动式、情景

式教育创新探索。

今年，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南部

战区陆军以“穿越时空的对话”这一创新

教育设想为牵引，聚力探索能带来沉浸

式体验的立体课堂——

在展现抗美援朝精神的章节，主持

人杨丽芳朗诵了《枪杆诗·接枪颂》，视频

连线了抗美援朝老战士、“硬骨头六连”

第 19 任政治指导员石守德，播放了相关

纪录片和照片；

在展现“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的

担当精神时，大荧幕上展示了杜富国的

请战书，播放了他在雷场受伤时的真实

画面，医院医护人员还讲述了杜富国负

伤后自强不息的点点滴滴……

“ 实 现 沉 浸 式 体 验 的 关 键 ，就 是

打 破 课 堂 的 时 空 限 制 ，通 过 对 声 光

电 等 多 种 元 素 的 综 合 运 用 ，拓 展 课

堂 的 外 延 和 纵 深 ，全 面 调 动 官 兵 的

视 觉 、听 觉 和 思 维 。”全 程 参 与 交 流

分 享 课 筹 划 的 高 级 工 程 师 曾 俊 告 诉

记 者 。

交流互动

“从单向灌输到多维互动，在
启发中引导官兵完成自我教育”

在交流分享课上，官兵们见证了“滚

雷英雄”安忠文与“排雷英雄战士”杜富

国之间深厚的友谊，也被他们身上的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感染。

“ 我 没 有 眼 睛 ，但 是 还 有 手 ，富 国

连 手 都 没 了 ，他 以 后 可 怎 么 办 啊 ？”最

初，安忠文听说了杜富国受伤的消息，

心 急 如 焚 。 他 赶 到 医 院 ，紧 紧 握 住 杜

富 国 的 肘 部 ，忍 不 住 哭 了 。 他 很 快 调

整好情绪，鼓励杜富国走出伤痛、勇敢

生活，还分享了自己直面现实、战胜伤

残的经历。

台上，两位英雄共同回忆起这段往

事。台下，不少官兵鼻子一酸，红了眼眶。

这堂交流分享课上，英雄模范之间

的交流互动无处不在——

“你们打得很顽强，我们上去是接防

的，你的故事让我好像又听到了当年阵

地上的炮火声。”作为同一场战役的亲历

者见证者，当安忠文讲述完自己以身滚

雷的战斗经历后，“硬骨头六连”第 27 任

指导员齐有为热烈回应，并讲起当年另

一段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

“ 倾 心 学 习 践 行 传 播 党 的 创 新 理

论青年团队”代表、下士狙击手白莎讲

到，自己在比武场上不顾腰伤复发，靠

打封闭针止痛，最终夺得陆军“狙击枪

王 ”，安 忠 文 忍 不 住 竖 起 大 拇 指 ，感 叹

“ 你 这 个 小 姑 娘 了 不 起 啊 ，我 为 你 点

赞”；

面对“硬骨头六连”第 19 任指导员

石守德、第 27 任指导员齐有为，“硬骨头

六连”现任连长赵松向前辈们介绍连队

改革移防以来取得的最新建设成绩，齐

有为则亲手将石守德老英雄的《战地笔

记》赠送给赵松，并嘱咐年轻一代官兵传

承和发扬好“硬骨头精神”……

英模以及英模单位代表之间的频

繁 互 动 ，带 给 台 下 官 兵 强 烈 的 现 场

感 、亲 切 感 。 台 上 与 台 下 的 互 动 ，则

让 官 兵 们 进 一 步 意 识 到 英 模 的 可 敬

可亲可学。

“大家还是叫我兄弟或者富国吧，这

样亲切一些。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什么英

雄，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在新老英模

走进官兵环节，杜富国的开场白顿时让

大家亲近了。

有战友问杜富国，他是怎么熬过刚

负伤时那段“黑暗岁月”的。杜富国对伤

痛轻描淡写，更多地聊起他对未来工作

和生活的畅想。他乐观的笑容、真诚的

话语，让战友们意识到，英雄已经战斗在

“另一个战场”。

“狙击枪王”白莎与某旅通信专业女

兵像姐妹一般亲切交流。

“柔肩也可挑重担，谁说女子不如

男！”某旅通信专业四级军士长李晓茹受

到白莎的鼓舞，立志要带出更多像白莎

一样优秀的战士。她说：“战场不分男

女，子弹不看性别，我们都要争当敢打敢

拼的‘霸王花’。”

“时代楷模”王锐是全军最年轻的

“双特”两栖装甲尖兵，战友们好奇：“一

般考一个特级都很难，你是怎么考出两

个特级的？”

“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铆着劲一步

一步地学、一招一式地练……”王锐说，

自己是功勋连队的战士，一想到连队荣

誉墙上那些战功赫赫的英雄模范，就会

充满斗志，充满力量。

“这堂课就是要让大家意识到，这些

英模并不是遥不可及的，部队教育为我

们每个人都注入了英雄精神和红色血

脉，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英雄。”南部战区

陆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处处长张首伟告诉

记者，从探索之初，他们就紧紧围绕交流

互动展开攻关，才使得这堂课如此生动

活泼。他说：“从单向灌输到多维互动，

在启发中引导官兵完成自我教育，这样

的教育往往事半功倍。”

真情还原

“真实本身就是最震撼人
心的力量，有效的教育不需要
矫饰”

听说儿子就要上战场，英雄的母亲

会做何反应？

不同于部分影视作品中的慷慨激

昂，在抗美援朝老战士石守德的讲述中，

当年他报名参军，反对最激烈的就是母

亲。那时，石守德刚刚有了一个女儿。

母亲担心孙女会失去父亲，也担心自己

会失去儿子。

为了参军，石守德拉上父亲给母亲

做工作，硬是把工作做通了。临行前，母

亲眼含热泪对他说：“既然当兵了，就好

好当兵，当好兵。”

母 亲 的 转 变 及 嘱 托 ，使 石 守 德 在

战 场 上 的 英 勇 表 现 更 加 有 迹 可 循 ，保

家卫国的口号也就有了更为具体的落

脚点。这些真实的细节不仅弥补了官

兵 们 对 那 个 时 代 、那 场 战 争 的 认 知 空

白，也使他们对英雄事迹、英雄精神更

为信服。

“这些英雄故事真实还原了那个时

代、还原了战争，更还原了人性本真。因

此，才具有如此令人信服的力量。”南部

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在最初

遴选交流分享课的内容时，他们就坚持

真实性原则，无论教育模式如何创新、表

现方式如何丰富多彩，真实感人、启发人

心的故事内容才是基础中的基础。不能

“为了形式而形式”，单纯追求形式而忽

视内容的教育创新就是舍本逐末。

这堂交流分享课，不仅有英模最真

实的讲述，还有请战书、火线入党申请

书、家信等珍贵实物展示，使英模对话的

内容具有感人至深的真实性。

“没有美化，没有拔高，没有豪言壮

语，真实本身就是最震撼人心的力量，有

效的教育不需要矫饰。”“白刃格斗英雄

连”连长孙兆辉告诉记者，“这些真实的

英雄故事、真实的革命文物都是宝贵的

‘精神富矿’，是我们对标看齐、汲取动

力、奋发进取的不尽源泉。”

一堂“穿越时空的对话”交流分享课

虽然短暂，但其积累的探索经验，以及在

更多单位推广后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受到这堂交流分享课的启发，如何

打破教育课堂的时空边界，成为政治教

员们共同的创新方向之一，更多类似的

教育活动相继展开——

在湘江战役旧址，南部战区陆军组

织 61 名大校军官寻访当年红军突围的

足迹、阻敌的堑壕，在“三年不饮湘江水，

十年不食湘江鱼”的悲壮牺牲中汲取奋

进力量；

在滔滔的大渡河畔，某红军旅“大

渡河连”派出官兵代表，远赴贵州安顺

场 ，开 展“ 千 里 寻 根·走 进 大 渡 河 战 役

遗址”活动，在与“十七勇士”后人的交

流 对 话 中 ，强 化“ 理 想 信 念 大 于 天 ”的

革命精神；

某合成旅通过“红色直播”在线参观

红色历史纪念场馆，举办“晒晒我们的传

家宝”活动，深挖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从鲜活历史中感悟信仰伟力……

“如何通过不断创新为思想政治教

育提质增效，是我们始终不渝的追求。

打破教育课堂的时空边界只是开始，还

有更多思维上、模式上的条条框框亟待

突破。”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领导告

诉记者，“创新没有尽头，我们的探索永

远不会止步。”

一 场 穿 越 时 空 的 对 话
——南部战区陆军“新老英模共话英雄精神”交流分享课新闻观察

■鲁 伦 熊 昕 郭海林 本报记者 段江山

当连队荣誉墙上的英雄模范出现

在眼前，当概略的战斗史料变成细节丰

富、有血有肉的“亲历者说”，当单一的

灌输变成可看、可听、可感、可互动的多

维呈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四级军士长

段玲玲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在南部战区陆军组织开展的“穿越

时空的对话·新老英模共话英雄精神”交

流分享课现场，官兵们与多位英模代表

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冲锋的时候，我的右脚被地雷炸掉

了。为了避免更多战友踩雷牺牲，我滚

动前进。即便双眼、双手和头部相继被

炸伤，我也没有停，誓要为战友们滚出一

条生路……”伴随着大荧幕上战火纷飞

的画面，以及环绕整个大厅的密集枪炮

声，台上的“滚雷英雄”安忠文讲述着当

年的战斗故事。

段玲玲来自安忠文曾经战斗过的

部 队 。 这 么 多 年 来 ，安 忠 文 的 英 雄 事

迹，在一茬又一茬官兵中口口相传。还

是新兵时，段玲玲听排长安迪讲的第一

个英模故事就是安忠文以身滚雷的战

斗事迹。她曾一次又一次在安忠文的

英模画像前驻足思考，希望能有机会零

距 离 探 析 英 雄 之 所 以 成 为 英 雄 的 奥

秘。如今，这个心愿成为了现实。

“荣誉墙上的英雄故事‘活’了起来，教

育就不再单调而生硬。”置身声光电模拟的

战场环境中，段玲玲仿佛亲眼见证先辈们

的英雄故事。她说：“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感觉血都在烧！”

参加这堂情景式、访谈式交流分享课

的，除了“滚雷英雄”安忠文，还有抗美援朝

老战士石守德、“硬骨头六连”第 27任指导

员齐有为等老英雄，以及“排雷英雄战士”杜

富国、“时代楷模”王锐等新典型。他们的亲

身讲述与历史影像、珍贵实物等相互配合，

现场官兵们经历了从抗美援朝战争到改革

强军新时代的穿越之旅，在触动心灵的交

流中加深了对英雄精神的理解和传承。

交流分享课结束，台下响起热烈的

掌声。段玲玲忍不住跑上台，特意送给

“滚雷英雄”安忠文一个拥抱。更多年轻

战友也纷纷走上台，围在新老英模身边

热烈地交流。

“这堂新老英模交流分享课的效果

远超预期。”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领

导告诉记者，他们采取“穿越时空”的形

式，邀请新老英模同台交流，变一人讲为

大家谈、变单向说教为分享启发，深层次

挖掘英雄精神内涵，立体多维呈现战场

实景实物，在共情中引发共鸣，使教育更

有温度有质感。

这种教育新模式的成功，激励着南

部战区陆军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探索

的步伐——

他们邀请“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延

年等 10 名光荣在党 50 年的英雄模范，共

同开展“携手奋进新时代”主题党日活

动，通过现场讲述红色故事、面对面交流

学习心得，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在他们开展的“送党课送文艺送服

务”活动中，“三送”小分队面向基层战

友，深情演绎方志敏与女儿方梅穿越时

空的对话，通过今昔对比立体呈现《可爱

的中国》……

跨越的是时空，不变的是精神。“穿

越时空的对话”交流分享课虽然只是众

多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方法中的一种，但

其触动了越来越多的心灵，也将带来越

来越多的改变。

荣誉墙上的英雄故事“活”了起来
■李 云 周俊谊 郑博文

交流分享课现场，“排雷英雄战士”、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四级军士长杜富国（右二）向“滚雷英雄”安忠文（左二）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

郭海林摄

习主席鲜明指出：“一个有希望的

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

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

代的精神内核，英雄的形象和内涵也

在不断拓展和升华。在新时代，铭记

英雄、崇尚英雄、保护英雄、学习英雄，

是新一代青年官兵的历史使命与价值

追求。时空变换，如何讲好英雄故事，

传承英雄精神，树立正确的英雄观，也

是我们每名新时代官兵都应当认真思

考的问题。

柏拉图说：“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

世界。”实践证明，讲好一个故事胜过

万千大道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有

的单位在借助英雄事迹搞教育方面还

停留于老一套，大而化之的说教居多、

细致入微的挖掘偏少，很难给官兵留

下深刻的印象，更难以引起强烈的共

鸣。要想让官兵愿意听英雄故事、自

觉传承英雄精神，在讲英雄故事之前，

需要做足功夫，着力还原一个真实丰

满的英雄人物，这样才能使英雄事迹

可感可学、英雄精神浸透灵魂。需要

强调的是，英雄故事本身就具有吸引

人的力量，讲述英雄故事来不得半点

矫揉造作，来不得半分虚情假意。唯

有真实，方能动人；唯以真情，方能感

人。

讲好英雄故事为的是传承延续英

雄精神。当前，我们正处在历史上最接

近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

期，我们需要英雄，我们呼唤英雄。只

有传承好英雄精神，才能为奋进新时代

注入不竭动力。“穿越时空的对话”交流

分享课，围绕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内涵，

精心设计交流话题，让有理想的人讲理

想、有精神的人讲精神、有故事的人讲

故事，凸显了英雄精神的时代价值，彰

显出新时代官兵对英雄精神的传承与

延续。在光影交错中重温那段波澜壮

阔的历史，既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致敬英雄，更是为了感召和影响年

轻一代，让英雄精神永续传承。

讲好英雄故事同样需要增强教育

的 时 代 性 、感 召 力 。 创 新 方 式 方 法 ，

让英雄故事的呈现方式紧跟时代、紧

贴 官 兵 ，才 能 真 正 吸 引 官 兵 ，进 而 达

到教育效果。“穿越时空的对话”交流

分享课把不同时期的英模请上讲台，

以情景再现式的访谈，多角度呈现英

模故事，营造出一个连接历史与现实

的 多 维 空 间 ，引 导 官 兵 在 类 似“ 穿 越

时 空 ”的 沉 浸 式 体 验 中 ，深 化 对 英 雄

精 神 的 理 解 和 传 承 。 这 种 交 流 分 享

课打破了教育者单向灌输、受教者被

动接受的固有模式，适应了当代青年

官兵的交流习惯，满足了他们的教育

需求。

创新，突破的不只是时空。讲好英

雄故事，需要我们不断整合资源，创新探

索新的方式方法，拿出契合时代、贴近官

兵的“重磅作品”，弘扬主旋律，抢占主阵

地，引导官兵感悟真理力量、传承英雄精

神，激发起奋进强军的磅礴动力。

创新，突破的不只是时空
■陈东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