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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国情怀让爱国情怀扎根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在青少年心中
——河南省郑州市军地探索创新学校国防教育新闻观察河南省郑州市军地探索创新学校国防教育新闻观察

■■焦景宏焦景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根成王根成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也是开展全民国
防教育的重点群体。如何聚焦青少年，让国防教育真正走
进校园，成为青少年学生的必修课，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
一道紧迫而现实的时代考题。

近年来，河南省郑州市军地注重从机制、内容、方法等

方面破解青少年国防教育的矛盾问题，将红色课堂嵌入教
学课程、融入日常学习，在青少年心中厚植爱国情怀。

本期“视点”，我们走进郑州市部分中小幼学校展开实
地调研，梳理总结他们的经验方法，了解郑州军地回答这一
时代考题的实践与思考。

3 月 25 日上午，河南省郑州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外国语中学，七年级（10）班

的 44 名学生，在 13 名身着“戎装”的国旗

班 同 学 带 领 下 ，庄 严 地 升 国 旗 、唱 国

歌。尔后，他们进入教室，以《假如我生

在 1937 年》为题上了一堂国防教育课。

“我们要创名校，更要创国防教育

模范校。”该校校长靳俊良说，国防教育

不能像一阵风，领导强调紧一阵，领导

不问丢一边，必须把“软指标”变成“硬

杠杠”。

随后，靳俊良讲起对国防教育认识

变化的一段经历。

两年前的 8 月，市、区两级教育部门

领 导 出 席 学 校 组 织 的 新 生 军 训 开 幕

式。太阳底下站了不到 20 分钟，队伍里

的学生有蹲下的、有晕倒的。

“现在的学生身体素质太弱了。”

“孩子们能不能吃得了苦啊？”

看到这一幕，场内的老师忧心，场

外的父母揪心。

不久后，一组关于青少年国防教育

的调查数据摆到校领导案头：不足 30%

的同学对国防知识的认知来自大众媒

体，不足 2%的来自学校教育。

“青少年正处于拔节孕穗期，比学

知识更要重要的，是补上强心、强体、强

志 这 门 成 人 成 才 最 基 础 的 国 防 教 育

课。”郑州市教育部门领导翻开学校的

教学计划，意味深长地问道：学生满满

的课程表上，为啥看不到国防教育课？

不久后，中小学校国防教育缺失缺

位 问 题 ，也 引 起 了 郑 州 市 主 要 领 导 关

注。郑州市市委书记、警备区第一书记

安伟在市委议军会上提出：“青少年是

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国防教育必

须从校园抓起。”

针对国防教育活动在中小幼学校抓

不起来、落不下去的实际，市教育局联合

郑州警备区政治工作处，在全市开展国防

教育模范校创建、国防教育精品课评比活

动；教育部门将国防教育纳入中小学思政

课的检查考核体系，与学校绩效考评挂

钩；学校将国防教育列入教学计划，进课

表、进课堂，定期组织联评联考……

“不能等枪声响了，才想起国防教

育。”靳俊良带领教研部老师为学校的

发 展 引 入“ 强 心 ”规 划 ，他 们 结 合 清 明

节、烈士纪念日、国家公祭日等重要时

间节点，组织开展“敬英烈、学历史、讲

故事”等国防教育活动，营造浓厚的国

防教育文化氛围。

国防教育从学生们抓起，课程表上最缺的是哪一课？

“强心课程”走进课表

近两年，李大钊曾讲学的郑州铁路

工人夜校旧址火爆出圈。慕名前来的

参观者中，60%以上是市里及周边学校

的中小学生。

去年，郑州铁路工人夜校旧址附近

的 5 所中小幼学校在此挂牌成立研学旅

行示范基地，成为学生没有围墙的“露

天课堂”。

今年初，管城区创新街小学组织学

生参观郑州铁路工人夜校旧址，三年级

学生李天昊听完讲解后感慨地说：“没想

到我们身边有这么动人的革命故事。”

红色教育基地的人气飙升，与郑州

市教育部门推行中小幼学校研学旅行

教学计划不无关系。研学路线走进红

色教育基地，也走过一段“弯路”。

前 几 年 ，正 当 学 校 兴 起 研 学 旅 行

时，郑州军地有关领导到一所重点中学

调研国防教育，看过学校制订的研学方

案后陷入沉思。

计划表上显示，参观郑州科技馆、

河南艺术中心、河南省美术馆，户外有

山地运动、夏令营等体验式活动。

“孩子们应该去这些场所开阔视野，

是不是也应该去我们的红色场所参观

学习？”郑州警备区领导提出建议。

“研学路线与国防教育相结合，让

‘ 露 天 课 堂 ’多 些 红 绿 色 、多 些‘ 硝 烟

味’。”市教育局领导也认同这一观点。

巍巍嵩岳大地，散布着百余处革命

根据地和战斗旧址。郑州军地联合探

索中小幼学校研学旅行融合国防教育

新路子。他们结合郑州命名红色教育

基地、革命旧址等活动，指导学校与辖

区 内 红 色 教 育 场 所 建 立 联 教 共 育 机

制。开通 20 多条红色研学路线，让师生

走进先烈战斗过的地方，与先烈进行隔

空对话。

“热气腾腾的课堂，才能点燃热血

沸 腾 的 胸 膛 。”在 金 水 区 纬 三 路 小 学 ，

记者翻开该校 2024 年度研学计划表看

到：协调驻军组织军事“夏令营”、协调

驻 军 开 展“ 军 营 开 放 日 ”、邀 请 驻 军 官

兵开展军训……每月都有研学活动计

划，且 90%与军事、军营相关。

对于研学计划的变化，该校领导感

触颇深：“有些书，需要用心读；有些路，

需要用脚走。国防教育贵在润物细无

声，研学旅行活动中，学生通过亲身体

验接受国防教育和思想熏陶，能在潜移

默化中提升国防意识，效果更好。”

二七大罢工纪念塔是郑州市的地标

性建筑，是为纪念京汉铁路大罢工而修

建的。初春时节，管城回族区青山路小

学组织学生到此参观研学。听到整点时

塔顶准时传来的《东方红》乐声，一位老

师若有所思地说：“这不仅是歌声，更

像是红色教育的‘上课铃’。”

记者从采访中还获悉，郑州军

地 持 续 推 进 学 校 国 防 教 育 常 态

化，有效形成了社会崇军尚武

的浓厚氛围，学校普遍出现

学生参军热、报考军校热

的良好势头。

学校开通研学旅行路线，学生们该怎样走出校园、走向社会？

“露天课堂”热气腾腾

航天英雄画像走进操场，大国重器

图 片 挂 进 教 室 ……2024 年 春 季 开 学

前 ，郑 州 市 八 一 中 学 立 起 一 道 特 殊 的

“风景”。

“有什么样的环境，就培养什么样的

学生。”该校校长程世喜告诉记者，最近

他带领相关人员对设计单位提供的“国

防教育长廊”方案三易其稿，着力打造

国防文化环境，用文化氛围熏陶人、塑

造人。

这是一组令人无奈的数据：一所中

学对学生的人生观进行问卷调查，偶像

方面，60%以上的崇拜乔布斯、马斯克等

名人；职业方面，40%以上的希望当网红、

老板，选择科学家、军人的仅占 20%左右。

曾经有人疾呼：如果宽敞的教室放

不下一张国防课桌，如果满满的课表上

没有一节国防课，我们最后的国防教育

课堂很可能是——战场！

“ 在 富 强 、文 明 、自 由 、开 放 的 今

天，培养胸怀忧患、胸怀家国的青少年

是 时 代 考 题 。”郑 州 市 教 育 局 领 导 说 ，

健 全 新 时 代 青 少 年 国 防 教 育 体 系 ，是

培 育 中 国 力 量 的 需 要 、是 孕 育 民 族 精

神的需要。

去年 8 月，郑州军地选定全面建设

较好的一所幼儿园、一所小学、一所中

学，分别更名“八一幼儿园”“八一小学”

“八一中学”。他们把国防文化嵌入到校

园的方方面面，从教室到操场、从食堂到

宿舍、从橱窗内容到墙面格言，将“国防

概念”的图文、影像全方位、成体系融合

到教学目标，在学生们的视野中点亮国

防“航标灯”。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

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

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

这是一棵“大树”摇动一片“小树”的

心灵碰撞。

去年 12 月中旬，八一中学组织开展

“情系边海防官兵”新年专题慰问活动，

广大学生不约而同为驻守在昆仑山上的

边防官兵制作贺卡。学生李天健说：“卫

国戍边英雄在连氧气都吃不饱的地方，

用身体为祖国筑起安全之盾，他们是我

们最该崇拜的偶像。”

“亲爱的刘洋姐姐、陈冬哥哥、新林

哥哥……我们要以你们为榜样，迈出像

你们一样的步伐，实现属于我们的、中国

的航天梦……”

不久前，八一中学八年级（4）班的 54

名同学集体为英雄航天员刘洋、陈冬和

江新林写去信件，述说他们的心声。收

到信件后，有关人员专门回电话给同学

们，鼓励大家做有理想、有追求的新时代

接班人。

郑州市征兵办公室领导反映，近两

年报名参军的大学生，志愿申请到边防、

高原部队服役的比例达到 40%以上，与

国防教育入脑入心有直接关系。

校园有校训，学堂有学风，国防教育该给学生们营造什么样的环境氛围？

“教育土壤”精耕细作
图①：郑州市黄河路第二

小学学生来到郑州第三干休

所红色教育基地参观见学。

图②：郑州市中原区组织

中小学升国旗仪式试点观摩

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

图③：老兵受邀来到河南

省军区幼儿园，为孩子们讲红

色故事。

图④：郑州市中牟县军地

联合组织军营开放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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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备之要务，当以强心为先。全

民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

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国防

素质的“强心工程”，必须抢先抓早。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这一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处

在储备知识、积蓄能量的黄金期，认知

社会、铸魂育人的关键期，这个阶段他

们最富有朝气、最怀有梦想，也最需要

精心引导和培塑。

当前，各级要站在国家安危和民族

发展的高度来看待青少年国防教育问

题，让国防教育成为学生的必修课程，

让国防观念成为学生的必备素质，让抓

国防教育成为相关部门的分内职责。

青少年报国理想的确立、参军志

向的选择，离不开国防教育持之以恒

的引导，离不开红色文化润物无声的

熏陶。抓好青少年国防教育是一项系

统工程，单打独斗无法行稳致远，必须

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军地合力。坚持

齐抓共管，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压

紧压实相关部门的职责，形成各负其

责、同向发力的良好局面。

军 队 与 地 方 有 各 自 的 责 任 和 使

命，也有各自的阵地和资源，两者合作

势必产生“1+1＞2”的聚合效应。河

南省郑州市在中小幼学校增加国防教

育课程安排、组织学生与英烈进行跨

越时空对话、开展红色研学活动、组织

军事“夏令营”、协调驻军开展“军营开

放日”活动，让革命精神、爱国情怀深

深扎根在青少年心中，达到军地互学

共进、互动成长的目的。

随着时代变迁，在互联网大潮下

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少年，自我意识强

烈，比起“从上至下”的灌输，他们更易

接受“由下而上”的个体表达。如果仅

仅从书本上对青少年一代进行国防教

育是远远不够的。要针对青少年学生

行为认知特点，让国防教育从平面走

向立体，从单调走向多维，切实找准兴

奋点，踩实落位点。用好新兴媒体，增

强国防教育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用好

“开放化”形式，依托革命博物馆、烈士

陵园等红色教育资源，扎实开展沉浸

式、体验式等教学活动，增强学生国防

观念；用好“军事化”手段，组织学生开

展三防演练、军事训练，磨砺青少年身

心，砥砺青少年斗志。

在青少年的精神家园里播撒什么

样的种子，就会开出什么样的花、结出

什么样的果。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神

州大地角角落落，鲜活的国防教育正

在激荡着少年中国的“源头活水”，爱

党爱国爱军，成为广大青少年的时尚

追求。壮哉，少年中国！

为青春烙上红色印记
■王根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