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们是我见过年纪最小的

讲解员，很高兴看到你们弘扬红

岩精神，把革命前辈无私奉献、

勇于斗争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重庆市红岩革命纪念

馆参观者

今年“八一”前夕，一条名为《那一年战

场，他们用冷枪冷炮出奇制胜》的短视频，又

一次引起网友关注。

这是一个“穿越”题材的小短剧，时长只

有 6 分钟，讲述体验真人战斗游戏的年轻人

穿越到抗美援朝战场，听志愿军官兵讲述冷

枪冷炮战术的故事。

这条短视频，与今年 2 月刷屏网络的短

视频《那一年的春节，他们是在战斗中度过

的》出自同一团队之手。

“最初选择这个题材，是因为我们发现

很多年轻人对革命战争的了解仅限于课本

的叙述，却没有感性的认知。”团队的视频编

导杨晓龙告诉记者。

那条视频的评论中，许多网友在当代学

生与志愿军官兵的对话中找到了“自己”，激

发出了解革命历史的热情。

“我们在最新一期视频的拍摄中做了一

些调整，减少了趣味性元素，更注重传递正

确历史观念。”杨晓龙说，“在视频的评论区，

有很多网友自发普及国防知识。”

短视频平台有了“国防课堂”，是近年来

的一个新变化。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

布的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

达 10.26 亿人。在这一近年来迅猛发展的新

媒体平台上，与国防相关的视频来自进驻的

军队媒体，也来自网友的自发摄制。在这里，

能看到九旬老兵讲述自己参加抗日战争的亲

身经历、四川美术学院军迷社成员拍摄的汶

川抗震“短视频大片”，还能看到退役女兵在

高铁上与入伍新兵偶遇……或“随手一拍”，

或精心制作，这些短视频在平台上广受关注，

众多用户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国防教育。

8 月 29 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例

行记者会上宣布，“国防部发布”抖音和快手

账号正式上线。上线当日，抖音账号关注数

量就超过 1800万。许多军地机构账号纷纷在

评论区“报到”，掀起平台关注的热潮。这场

军民的快速集结，展现出国防的强大感召力。

期待国防教育走上数字化媒体新赛道，

打破传统传播模式的时空限制，以直观、生

动的方式讲述国防故事，触达更多人群。

扩大覆盖面—

走上“网络新赛道”
■王若龙 本报记者 李浩然

感谢视频制作者的创作，让

书本上一个个“方块字”有了血

肉，让更多人直观感受到志愿军

将士的不易和艰辛。

——短视频网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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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孕育生机，焕发活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紧跟时代步伐、创新方法手段，
因“走新”而“走心”，“飞入寻常百姓家”。

线上，短视频平台的军旅短剧引发共鸣，退役老兵的故事广受关注；线下，红色景
区灯光秀震撼人心，博物馆里“小小讲解员”引人注目。全民关注、全民参与、全民创
新——国防教育乘着创新的东风，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行。

“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红岩革命

纪念馆的镇馆之宝——新华日报印刷机。”

暑期前来重庆市红岩革命纪念馆参观的

游客，时常会被讲解员稚嫩的声音吸引——

纪念馆内的讲解员，是一群身穿红马甲的中

小学生。

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校初二学生邓晨

希，就是其中一员。今年暑假，她第一次报

名参加渝中区化龙桥街道红岩村社区组织

的“小小红岩讲解员”比赛。经过前期组织

招募、审核、培训等环节，邓晨希走进红岩革

命纪念馆正式“开讲”。

“虽然我在红岩村社区长大，从小就听

红岩故事，但之前我对纪念馆的很多展品并

不了解。”邓晨希说，“经过培训和考核，现在

我能讲出每个重点展品背后的故事。”

“红岩村社区 2021 年开始每年暑期组织

学生参加红岩精神学习和宣讲活动。今年是

第一次正式选拔‘小小红岩讲解员’。”红岩村

社区工作人员说，“红岩精神是我们社区的底

色。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个片区，拥有得天

独厚的红色资源。从他们当中选拔‘小小讲

解员’，既能加深他们对红岩精神的理解，也

能给前来参观的游客留下更深的印象。”

这个暑假，全国各地许多“小小讲解员”

走进国防教育场馆接受培训，持证“上岗”。

让国防教育的对象走上讲台，从“听讲人”变

为“主讲人”，成为很多地方提高中小学生国

防教育质效、扩大国防教育影响力的新方式。

7 月底，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为期

9 天 的“ 小 小 讲 解 员 ”暑 期 训 练 营 圆 满 收

官。这次培训中，博物馆重点安排了语言

表达能力、文物信息挖掘能力和故事写作

能力等课目培训。“想要给别人一杯水，首

先自己要有一桶水。”博物馆讲解团队负责

人说，“让孩子阅读历史、对话文物，成为讲

述革命故事的‘主角’，更能激发他们学习

国防知识的主动性，使他们成为红色文化

的弘扬者和传播者。”

在宁夏吴忠市同心县中国工农红军西征

纪念园、县博物馆，经过比赛选拔，第二期“小

小讲解员”培训中考核成绩前 10 名的学员被

聘为纪念园和博物馆“小小讲解员”。

“对‘小小讲解员’开展培训和考核，使

我们的纪念园和博物馆真正成为了学生们

的‘第二课堂’。”纪念园负责人表示。

播撒新火种—

培养“小小讲解员”
■李 杨

今年 8 月，每当夜幕降临，江西省南昌

市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江西大旅社

就“火”了起来。

“金色钟表停留在凌晨两点，寓意着南

昌起义的历史时刻……”

这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光影八

一”灯光秀，一经上演就吸引众多游客前来

观看。

今年是江西大旅社建成 100 周年。南

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利用江西大旅社建筑结

构特点，将光影与建筑、色彩与线条巧妙融

合，辅以音乐，在建筑物表面呈现出千变万

化的视觉效果，让游客获得穿越历史的沉

浸式体验。

“灯光秀以时间线为轴，将历史故事、革

命英雄的壮举一一呈现。”南昌八一起义纪

念馆副馆长熊艳燕告诉记者，近 6 分钟的灯

光秀以光影为媒、建筑为幕，展现了人民军

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历程。美轮美奂的

视觉效果，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有游客直

言，“太震撼了，就像历史在眼前重演。”

如今在许多红色场馆、革命旧址，都能

拥有“穿越时空”的感受。近年来，各地利

用虚拟现实技术、网络地理信息系统、3D

技术、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再现革命战

斗场景、复原革命先烈形象，在借“数”转型

中推动国防教育深入人心。

当“推动教育数字化”和“深化全民国

防教育”相结合，各地国防教育场馆积极上

云、用数赋能，发挥数字技术对全民国防教

育的创新、支撑作用。

“年轻一代大多是‘网生一代’‘拇指一

族’，红色场馆有了 VR、AR 等数字技术赋

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打卡、体验。”井

冈山革命博物馆数字信息技术中心主任朱

晓艳介绍，运用数字技术赋能红色场馆，打

破了原有场馆的地域和时空限制，将场馆

和展品搬上“云端”，让历史场景与珍贵文

物“触手可及”。

江西省拥有 122 个省级以上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71 个国防教育基地，数字互

动技术正走进越来越多的场馆。6 月，吉安

市永新县三湾乡三湾红色沉浸式体验馆正

式开放。运用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参观者实

现从“看景”到“入景”：穿过光影变幻的“时

光隧道”，便能“进入”秋收起义后的一个小

村落。馆内通过全息影像、交互机械、实体

场景等设施，让参观者全面体验新七溪岭保

卫战、血战老七溪岭、攻占永新等战争场景。

“这座新场馆集合了受欢迎的沉浸式话

剧、环幕光影空间、互动战场等多元化沉浸

体验形式，在丰富文旅业态的同时，也让国

防教育更有冲击力感染力。”三湾红色沉浸

式体验馆运营负责人邹建伟表示。

增强感染力—

穿越“历史的时空”
■钟东有 本报特约记者 郭冬明

图①：江西省南昌市南昌

八一起义纪念馆灯光秀。

郭冬明摄

图②：江西省吉安市三湾

红色沉浸式体验馆实景。

曾泳峰摄

图③：暑期，重庆红岩革命

历史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进

行义务讲解。 吴 月摄

图④：8 月，山东省济南市

举办中小学师生军事体验活

动。图为学生佩戴 VR 设备观

看国防教育主题影片。

高 歌摄

这种体验令人难忘，通过数

字技术再现场景，让人仿佛置身

艰苦的革命斗争岁月，让我更加

懂得今日幸福的珍贵。

——江西省吉安市三湾红

色沉浸式体验馆参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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