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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们，新的时代，我们把青春融

入迷彩方阵……”金秋时节，在喜迎党

的二十大召开的热烈氛围里，一堂由解

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组织的

文艺情景教育课《迷彩青春正步走——

忠诚维护核心、矢志奋斗强军》，受到官

兵称赞。

近期，结合现场演出和线上服务，

他们先后为 400 多个团以上单位官兵组

织了授课。官兵表示，这堂教育课用艺

术的语言阐明了新时代新征程的前进

方向和奋斗目标，激励大家拼搏奋斗，

以优异成绩向党的二十大献礼。

一

军事文艺工作担负着以文化人的使

命，要有以文育人的担当。这堂课以鲜

明的思想主题、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感人

的故事情境，探索了情景教育课新范式。

追求艺术性与思想性的融合，是这

堂课的亮点。教育课从问题引入、靠故

事明理、用文艺呈现，通过授课人讲述

串联、轻骑队队员情景表演、视频演示

配合等环节，综合运用诗歌朗诵、小品

表演、故事讲述、歌曲舞蹈、器乐演奏及

沙画创作等多种手法，让官兵身临其境

受感染、潜移默化受教育。

教育课以“忠诚维护核心、矢志奋

斗强军”这根红线贯穿始终，由“向心凝

聚”“向战发力”和“向难攻坚”3 个板块

构成。

对党忠诚、听党指挥的红色基因深

深扎根于一代代革命军人的血脉灵魂，

这是“向心凝聚”板块要表现的主题。为

了形象地诠释这一主题，课程一开始就

演 出 了 一 幕 感 人 的 红 色 短 剧《一 封 情

报》。过草地时，因伤病而掉队的官兵成

立了临时党支部。几名伤病严重的支部

成员为了让红小鬼走出草地，特意安排

他带着一封“情报”去追赶大部队，并叮

嘱红小鬼“永远跟着党走”……红军战士

铁心向党的赤胆忠诚，深深感染着观众。

“飘扬吧鲜红的旗，你是我的信仰

我的真理……”短剧之后，男女声二重

唱《党的旗帜永远飘扬》有力升华了短

剧意境，彰显广大官兵维护核心、听令

景从的信仰追求。配合表演，大屏幕先

后呈现不同历史时期革命战士矢志不

渝跟党走的视频画面，营造出史诗般壮

美的音画情景。

在整堂课中，这种艺术审美处理还

体现在很多地方。如军营脱口秀《强军

十年谈变化》、歌曲《请你检阅》《我们的

爱》、红色故事《困牛山勇士》、微小品组

合《练兵实打实》以及表现官兵精神风

貌的歌曲《不服咱就过过招》等节目，都

是以精巧的构思和精湛的表演赋予授

课内容以艺术光彩，使人在审美享受中

得到思想的启迪和精神的熏陶。

与此同时，课程中的文艺节目，正

是因为贯注了厚重的思想蕴涵而散发

出更加强烈的艺术魅力。如歌曲《山丹

丹花开红艳艳》，因为有红色短剧《一封

情报》的铺垫和讲述的勾连，让人们不

禁联想到那漫山遍野的鲜花是烈士鲜

血浇灌的，并从经典旋律中感悟党领导

人民建设可爱中国的伟大与不易。再

如脱口秀《强军十年谈变化》，通过某部

野外训练间隙举办的一场脱口秀比赛，

以兵的语言、兵的视角讲述兵的感悟，

全景式回顾人民军队 10 年来的巨大变

化，收到深衷浅貌的效果。

一个个作品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的

互动融合中产生新的意境。正像某部

指导员留言中所说，这堂课“实现了舞

台与课堂的有机融合，既提升了文艺作

品的思想分量，又丰富了政治教育的表

达方式”。

二

紧紧围绕宣传习近平强军思想，聚

焦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引导官兵锻

造实战能力，是贯穿课程的主要内容。

3 个板块中，“向心凝聚”从铁心向党、感

悟成就到听党指挥，深刻阐明人民军队

所向无敌的精神密码和奋勇前行的力

量之源。“向战发力”从培育战斗精神，

到锻造实战能力，再到保持全时待战状

态，层层推进，揭示新时代革命军人必

须自觉锤炼战斗精神和胜战能力，才能

打赢未来战争的道理。“向难攻坚”板块

进一步引导官兵紧盯实战，在攻坚克难

中高标准履行职责使命。可以说，“向

心凝聚”是“向战发力”的前提和思想根

基，“向难攻坚”是“向战发力”的标准要

求，这些都围绕练兵备战展开，逻辑关

系清晰，内容环环相扣。

这堂教育课注重以小切口反映大

主题，以小故事讲述大道理，从微观细

察进入宏大叙事。微小品组合《练兵实

打实》，便鲜明体现了这个特点。作品

由 3 个微小品构成，每个小品表现和解

剖一个典型案例，展现基层官兵由练兵

场上的突发情况引发的思考和辩论，从

不同侧面描绘基层练兵备战的火热场

面，为课程增添了浓郁的兵味战味。

其中，微小品《战友情深》讲述武装

奔袭中，老兵关心战友，替新兵背枪，结

果 3 名新兵被蓝军小队拦截包围，因为

没 有 枪 失 去 战 斗 力 的 案 例 ，警 醒 着 官

兵：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微小品《突

破迷雾》中，讲述新兵顺应战场变化果

断出击，阻止蓝军“斩首行动”，保护“红

军”指挥员的故事，揭示真打实练要适

应 战 场 变 化 、敢 于 突 破 思 想 迷 雾 的 道

理。微小品《谁对谁错》以风趣幽默的

表演把观众带到了无人机侦察指挥部

的现场，启发大家必须实打实提升个人

战斗素养的重要意义。这些源于基层

练兵实践的节目，紧扣教育课主题，用

实例让官兵形象地领悟练兵道理，在现

地授课中赢得官兵热烈掌声。

整堂课充满浓郁战斗气息。小品

《攻坚克难》在老经验与新装备产生错位

的戏剧冲突中，着力表现我军官兵紧盯

科技之变，在困难面前敢于揭榜打擂，勇

于迎接挑战、知难而上的闯劲与韧劲，引

人深思。“向世界一流军队迈进，军旗上

闪耀铁血锋芒……”歌曲《向世界一流

军队迈进》与小品交相辉映，唱出了新时

代革命军人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

攻坚克难、阔步向前的豪情壮志。红色

故事《困牛山勇士》、舞蹈《尖兵》以及器

乐演奏《勇者胜》等节目提振士气，无不

凸显授课内容的战斗本色。

三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文艺

轻骑队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在授课

中用艺术的语汇和澎湃的激情，讲述英

雄事迹、塑造英雄形象、弘扬英雄精神，

为教育课增添了感召人心的艺术力量。

“ 向 难 攻 坚 ”板 块 一 开 始 ，授 课 人

结 合 视 频 画 面 ，深 情 讲 述 了“ 两 弹 结

合 ”试 验 阵 地 七 勇 士“ 死 就 死 在 阵 地

上，埋就埋在导弹旁”的铮铮誓言和知

难而上、向难攻坚的英雄壮举，激励官

兵 建 功 立 业 、昂 扬 奋 进 。 情 景 教 育 课

最后一节“奋斗强军、与你并肩”，引导

官兵在对标先进中建功军营。情景音

诗画《青春的致敬》以“八一勋章”获得

者杜富国、钱七虎、聂海胜的先进事迹

为创作素材 ，讴歌“四有 ”新时代革命

军 人 的 忠 诚 信 仰 和 崇 高 情 怀 ，让 官 兵

受到精神洗礼。

火热军营，榜样就在你我身边；强

军征程，不断涌现英雄模范。班长、修

理连技师、军医、坦克驾驶员……舞台

上还生动塑造了火热强军实践中的众

多新时代革命军人形象，使这堂情景教

育课充满了青春活力和连队生活气息。

综观整堂情景教育课，编导着眼启

发官兵思考、烘托教育主题，在人物与

故事的甄选上注重代表性和感染力，力

争 做 到 道 理 的 阐 释 形 象 生 动 、恰 如 其

分。这种甄选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不少官兵表示，这堂课吸引人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它对人物形象和教育素材

的选取和艺术创作，鲜活又恰当。

授课人、文艺轻骑队队员李文绪介

绍，用文艺方式组织思想政治教育授课

是一项新课题，从主题立意、内容编排

到艺术呈现等各个环节，都应做到用形

象说话、用情境感人，使教育内容借助

艺术形象引人入胜、深入兵心；只有这

样，情景教育课的编排才能实现从课堂

思维到舞台思维、从主题授课到文艺演

出的转变。

迷彩青春正步走
■金 兵 黄志凡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万水千山最

美，中国道路……”滇南腹地，秋风送爽，

第 75 集 团 军 某 旅 日 前 举 办“ 奋 进 新 征

程，喜迎二十大”主题文艺晚会。伴着优

美的旋律，晚会以歌舞表演《彩云之南》

拉开序幕。

用兵情兵韵奏响强军战歌，用兵言

兵语演绎奋斗故事。晚会 16 个节目均

由官兵自己创作、排演，通过歌舞、小品、

快板、朗诵等艺术形式，突出战味、兵味，

展现该旅官兵对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

开场歌舞后，上等兵杨亚峰登台，带

来一首激情澎湃的《星火青春》。伴随歌

声，舞台屏幕中闪现一幅幅火炮怒吼的

练兵画面、一个个奋勇拼搏的飒爽英姿，

生动彰显该旅官兵蓬勃向上的精神风

貌。由新排长们带来的小品《光荣榜》，

通过幽默的语言和真实的故事情节，形

象演绎青年官兵崇尚荣誉的价值追求。

朗诵《颂唱军旅路》，感情真挚，热情讴歌

该旅光荣历史，展现官兵不忘初心、永葆

本色的精神风貌。卫生连女兵带来歌舞

表演《请不要叫我女孩》，塑造新时代女

兵独当“多”面、勇担使命的巾帼形象。

男子群舞《瞄准开炮》，取材于官兵

日常训练生活。铿锵有力的节拍、自信

坚毅的目光、干脆利落的舞姿，与屏幕上

该旅进行实战化练兵的热血画面相呼

应，描绘该旅改革重组以来锻造火力铁

拳的强军足迹，点燃官兵精武豪情，将全

场氛围推向高潮。

“钢铁的队伍英雄的兵，铁血的荣光

万古长青……”全体官兵起立高唱旅歌，

晚会在雄壮的歌声中落下帷幕。

下图：男子群舞《瞄准开炮》。

卓启达摄

兵味演出点燃精武豪情
■黄家应 梁业凯

在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

为探究军事文化理论创新路径，增强我

军军事文化理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国

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基础部近日举办军

事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研讨会。

会议回顾我军军事文化建设发展的

光辉历程，聚焦新时代军事文化理论的

创新与收获。相关专家就加强军事文化

建设的紧迫性、发挥战时文化工作的重

要作用、认知域作战中军事出版工作、更

好推动新时代军旅文学创新发展等问题

展开深入研讨交流。

本次研讨会既有对我军军事文化理

论整体发展态势的研究阐释，也有对军

事文化理论不同领域重要问题的深入探

讨，为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军事文化理论

建设提供了借鉴。

探究军事文化
理论创新路径

■张宇婷 刘 常

近日，某工程兵部队组织的“红歌颂

党恩、奋进迎盛会”主题歌会火热开唱。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 ……”一 曲《唱 支 山 歌 给 党 听》拉 开

了 歌 会 序 幕 。 动 人 的 旋 律 、真 挚 的 情

感 ，唱 出 官 兵 喜 迎 党 的 二 十 大 的 共 同

期盼。

为 营 造 喜 迎 盛 会 的 浓 厚 氛 围 ，该

部组织多个文艺小分队在多地同步开

展红歌会。从新兵训练场到一线执勤

点，从深山施工地到野外演训场，由基

层 文 艺 骨 干 组 建 的“ 坚 兵 乐 队 ”“ 冠 军

乐 队 ”“ 号 角 乐 队 ”等 多 支 演 出 队 伍 纷

纷登台，带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映 山 红》《人 民 军 队 忠 于 党》等 经

典曲目。

除了经典老歌，歌会上还有官兵原

创的新曲目。老歌《歌唱二郎山》深情

讴歌了老一辈工程兵在雪域高原修筑

川藏公路的事迹。如今，该部创作歌曲

《再唱二郎山》，抒发一代代工程兵指战

员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工程兵赤心

又忠胆，远赴千里排万难……”同样的

故事，相似的旋律，老歌被赋予了新的

时代内涵，成为歌会上的动人篇章，激

励着官兵续写新的荣光。

红歌颂党恩
■谷永敏 周海平

基层文化景观

强军文化观察

红色短剧《一封情报》。 邢 宇摄

“561 公里，168 人长眠于此……”台

上，新学员魏晨宇讲述着爷爷参与修建

独库公路的故事。台下，学员们听得专

注认真。

前不久，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

育学院新训大队组织“青春心向党、奋

进强军梦”演讲故事会。整场故事会由

新学员自主撰稿、自行演绎，内容全部

取材于真实生活。

对于新学员们来说，这是一次关于

成长的对话；对于新训干部骨干来说，

这是一次创新思想教育形式的探索。

鲜红的飘带下，是用书架影像构筑

的纵深舞台。从新训各队遴选出的 11

名新学员依次上台开讲。

曾经，考军校是张禄遥不可及的梦

想，在经历了成功减重、成绩从倒数攀

升至年级前列后，他如愿穿上军装、圆

梦科大。经历了新训的加钢淬火，他更

加深刻认识到身上这身军装的分量。

8 分钟的讲述，是演讲者的心路表

达，也是台下新学员们的感动时刻。他

们沉浸其中，感悟、思索。

“ 在 真 情 讲 述 中 传 递 价 值 追 求 。”

该 新 训 大 队 领 导 说 ，“ 组 织 演 讲 故 事

会 ，旨 在 鼓 励 新 学 员 讲 出 自 己 的 心 里

话，在讲述与传递中实现自我剖析、自

我教育。”

这次演讲故事会从筹备到“开讲”，

只有短短半个月。内容怎么设计？舞

美怎么搭建？该大队政工组组长牛剑

光选择“放手发动学员，让他们参与组

织活动的全流程、各环节”。学员宋涨

潮记得，为制作让大家满意的舞台背景

图，他们舞美小组好几次设计修改到凌

晨。当效果完美呈现时，大家兴奋得击

掌叫好。

为将“好菜”端上“餐桌”，新训十队

教导员谭思昱提前在队里举办了一场

交流会。有学员谈到自己考军校的初

衷 ，是 不 想 成 为 父 亲 口 中“ 垮 掉 的 一

代”；也有学员表示，每个时代的年轻人

都会度过青春迷茫期，但最终他们都找

到了自己的使命担当。讨论碰撞中，他

们将演讲的标题定为《一朵红花》，希望

每个人都能将自己的答案与奋斗的青

春紧紧融合。

这次故事会在本科学员入伍宣誓

暨 授 衔 仪 式 前 举 行 ，此 时 的 新 学 员 身

上 已 多 了 经 历 军 营 淬 火 的 痕 迹 。 对

此，大家感到：“故事会既表达了我们

对 新 训 的 感 受 ，又 表 达 了 我 们 对 未 来

的美好憧憬。”

为了让家人安心，张子豪学会了报

喜不报忧；在穿上军装之后，王骏逸理

解 了 飞 行 员 父 亲 对 于 自 己 童 年 的“缺

席”；在互帮互助中，魏畅明白了什么是

“将后背交给战友”……故事里，他们感

悟着；故事外，他们成长了。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更加深入地

了解了身边的战友，并在交流碰撞中，

明白了我们所在何处、因何奋斗。”此次

未能登台的新学员文澜说。

开展故事会是该大队利用文化活

动创新教育形式的一个缩影。开训以

来，他们除了开展教唱军歌、观看红色

电影、参观校史馆等系列活动外，还联

合其他专业院校打造“院长讲堂”，推出

了“菜单式”的“胜战讲坛”。

分享心路 砥砺成长
■李 治 陈 思

学员蔡佳妮讲述成长心路。 宋涨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